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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热点与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 方法:检索中

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WANFANG
 

DATA)、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自建库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关于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的相关文献,运用 CiteSpace
 

5. 8
 

R3 软件进行图谱绘制并解读。 结果:共纳入文献

527 篇,相关论文首次出现在 2002 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朱京慈(12 篇)、期刊

为《护理研究》(57 篇)、机构为山西医科大学(33 篇),作者、机构合作大多在各高校及附属医院之间。 频

次≥50 次的关键词为护理、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临床实践、护理教育。 从关键词突现图谱可看出 2004—
2009 年热点主要针对护理研究生教育、教学、实习及管理中的问题研究;2010—2016 年研究热点转移至临床

实践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及能力培养;2017—2022 年的研究开始倾向于专科化发展,注重专业能力提升,
尤其是中医护理临床实践已成为近几年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领域的研究热点。 结论:研究者及机构间交互

性较差,故应开展多学科、跨地域合作与交流;同时建议增加各专科临床实践培养方案、各专科统一培训教

材及评价标准,以确保专科护理质量,培养技术精、能力强、业务专的高层次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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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培养高质量护理人才的主要途径[1] ,2010 年国

家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设立护理

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 [2] ,
并在《护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中规定护理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采取以临床实践为主,辅
以一定的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3] 。 临床实践作为护

理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的重点内容[4] ,不仅可提升 MNS 核心能力,为将

来从事护理教育、临床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5] ,
还有助于 MNS 高质量服务于临床实践,并推动护理

学科的发展[6] ,而临床实践能力是 MNS 必备的核心

能力之一[7] 。 2003 年,国际护士会将护理临床实践

能力定义为:护士在临床实践中正确应用专业知识,
熟练掌握护理操作技能,并对临床问题做出正确判

断[8] 。 但目前如何培养 MNS 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是

我国护理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9] 。
知识图谱可以将研究领域的数据信息以可视

化的图像展示出来,从而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

与结构,客观地了解某学科中的重点文献,并能预

测未来研究的热点方向[10] 。 近年来,护理研究生临

床实践领域发文量逐年上升,但相关的文献计量学

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5. 8
 

R3
软件对该领域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了解护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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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临床实践的热点及未来趋势,为今后开展更深

层次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文献来源 　 以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三大中文数据库为检索来源。
1. 2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自建库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关于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的相关文献,检索词

选定为“护理研究生” “临床实践”,检索策略为“护

理研究生” OR“护理硕士” OR “护理硕士研究生”
OR“护理博士研究生”AND“临床实践”,语种类型:
中文,来源类型:期刊。
1. 3　 文献纳入标准　 与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有关

的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
1. 4　 文献排除标准 　 重复发表的文献、内容不完

整的文献、会议论文、科技成果、征稿通知。
1. 5　 数据处理 　 将文献题录以数据库中的“ ref-
works”格式导出,运用 NoteExpress 软件将三大数据

库文献进行合并去重后,导出 refworks 格式文献,利
用 CiteSpace

 

5. 8
 

R3 软件中自带的格式转换器,将
refworks 格式和 txt 格式文件转化为 CiteSpace 可用

的 download _
 

XXX 格式, 进行图谱绘制。 对于

CiteSpace 软件参数设置:中文时间分区为自建库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时间切片(year
 

perslice)为“1”,
节点类型(node

 

types):作者( author)、机构( institu-
tion)、关键词( keyword)。 TopN 值设为 50,其余参

数设置为软件默认设置。
2　 结　 　 果

　 　 根据检索条件初步检索到相关文献共 838 篇,
根据纳、排标准,最终纳入文献 527 篇。
2. 1　 年度发文趋势 　 针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

析,如图 1 所示,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相关论文

首次出现在 2002 年,发文量仅 2 篇,其中 2002—
2008 年发文量均 < 10 篇,2009 年起发文量增多,
2020 年发文量最多,达 63 篇,说明护理研究生临床

实践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2022 年由于数

据滞后未更新出版,因此文献数量较少。
2. 2　 作者发文情况 　 对纳入文献的作者进行分

析,其中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依次为朱京慈

(12 篇)、曾兢 ( 10 篇)、张培莉 ( 10 篇)、高玉芳

(10 篇)、李国宏 ( 9 篇)、 李萍 ( 8 篇)、 牟 绍 玉

(8 篇)、杨培常(7 篇)、李峥(7 篇)、侯睿(6 篇)。

图 1　 年度发文趋势图

2. 3　 期刊发文情况　 对机构发文量进行排序,《护

理研究》《中华护理教育》分别以发表主题相关文献

57 篇、56 篇排名前 2 位,发表主题文献排名前 13 位

的期刊见图 2。

图 2　 发文量排前 13 位的期刊

2. 4　 机构发文情况 　 对研究机构发文量进行排

序,山西医科大学以 33 篇居于第 1 位,排名第 2 ~
10 位的机构分别为:北京协和医学院(21 篇)、郑州

大学(15 篇)、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14 篇)、青岛

大学(14 篇)、重庆医科大学(14 篇)、山西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 13 篇)、中南大学 ( 12 篇)、南华大学

(11 篇)、第二军医大学(11 篇)。
2. 5　 作者合作网络　 依据普赖斯理论[11] ,核心作

者发文的下限依据公式为 N= 0. 749 nmax (N 为核

心作者发文篇数的下限,nmax 为最高产作者发文

数),根据公式得出 N = 2. 6,因此核心作者发文量最

少为 3 篇。 将发文量>4 篇的作者进行合作网络分析

(见图 3),共有 471 个节点,560 条连线,网络密度

(density)= 0. 0051。 每一个节点代表作者发文量的

多少,节点越大,发文量越多。 主要形成以朱京慈、高
玉芳、张培莉、李萍、杨培常为主的 5 个核心团队。
2. 6　 机构合作网络　 对机构合作进行可视化分析

(见图 4),图谱中色带的颜色代表年份,颜色由冷到

暖,表示年份由远到近。 共 300 家机 构, 连 线

169 条,density = 0. 0038,机构合作主要集中于高校

及高校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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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作者合作网络图

图 4　 机构合作网络图

2. 7　 关键词分析

2. 7. 1　 高频关键词及共现分析　 关键词相关分析

对探索未来研究趋势具有重要作用。 高频关键词

代表科学研究的热点及趋势[12] 。 中介中心性,即
1 个节点代表其他 2 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桥梁次

数(一般用年轮外圈的紫色表示),年轮边沿的厚度

代表中介中心性的强度,边框越厚则中介中心性越

强;中介中心性值≥0. 1 表示该节点在知识图谱的

网络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13-14] 。
本研究删除相关文献中无意义的关键词,将缩

写词、同义学术词、近义词等合并,最终统计主题相

关文献中频次≥30 次的关键词(见表 1)。 对文献

中出现的关键词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如图 5 所示,
图谱中共包括 331 个节点,772 条连线, density =
0. 0141,各节点之间联系密切。
2. 7. 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

上,一共形成 31 个聚类,取排名前 9 位的聚类,其

聚类的基本信息见表 2。 图 6 为关键词聚类图谱,
左上角显示网络节点数量( N) = 330,连线数量

(E)= 767,density = 0. 0141,网络模块度( modulari-
ty

 

Q)= 0. 5504,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S =
0. 8233,说明每个聚类具有足够的相似性,聚类合

理、可信服。
表 1　 高频关键词排序(频次≥30 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中介性

1 护理 149 0. 16
2 研究生 148 0. 20
3 专业学位 108 0. 18
4 教育 84 0. 33
5 临床实践 82 0. 31
6 护理教育 51 0. 25
7 质性研究 44 0. 21
8 培养模式 39 0. 09
9 护理硕士 36 0. 09
10 护理学 36 0. 23

·521·　 　 　 　 第 3 期　 　 　 　 王金星,张静平,等:基于 CiteSpace 的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热点与趋势的可视化分析



图 5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表 2　 关键词聚类基本信息

聚类 ID 聚类名称 规模 轮廓值 年份 标签(LLR)
#0 教育 49 0. 844 2012 教育;研究生;护理;专业学位;教学方法

#1 护理教育 45 0. 911 2014 护理教育;教育;护理;培养模式;中医护理

#2 专业学位 36 0. 710 2012 专业学位;护理;学生;科学学位;护理教育

#3 临床能力 31 0. 902 2014 临床能力;护理专业;临床医学;医院;调查分析

#4 临床实践 31 0. 735 2015 临床实践;专业型护理研究生;临床路径;现状;期望

#5 护理学 31 0. 797 2013 护理学;人才培养;学习现状;社区护理;护理

#6 质性研究 29 0. 738 2014 质性研究;专业能力;临床教学;压力;环境

#7 护理硕士 28 0. 856 2012 护理硕士;科研能力;影响因素;实践;学位

#8 麻醉护士 7 0. 958 2005 麻醉护士;手术研究;临床护理专家;助产士;责任制护理

图 6　 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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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3　 关键词时间线图　 将聚类后的关键词绘制

时间线图谱,每个聚类对应的横线长度表示该聚类

的时间跨度(见图 7)。 2002—2005 年发文量较少,
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的研究相对欠缺,只局限于对

护理研究生教学的相关研究[15-16] ;2006—2009 年

开始关注护理研究生临床能力、科研能力培养及临

床实践模式的初步探讨[17-19] ;2010 年起自设置护

理硕士专业学位[2] ,该领域发文量增幅明显,各研

究者开始针对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领域进行探讨,
包括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核心能力培养等,其中临

床实践方案构建、核心能力培养、考核评价及效果

分析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图 7　 关键词时间线图

2. 7. 4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分析能够探测出

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及近期的研究热点,对总结

研究领域主题并预测未来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

义[20] 。 本研究提取出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文献中

前 15 位的突显词(见表 3)。 从关键词突现图谱可

看出 2004—2009 年热点主要针对护理研究生教育、

教学、实习及管理中的问题研究;2010—2016 年研

究热点转移至临床实践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及能

力培养;2017—2022 年的研究开始倾向于专科化发

展,注重专业能力提升,尤其是中医护理临床实践

已成为近几年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领域的研究

热点。
表 3　 关键词突现图

关键词 年份 突现度 起始年 终止年 2002—2022
临床实习 2002 1. 50 2004 2010
管理 2002 1. 75 2005 2013
问题 2002 1. 53 2005 2012
护理 2002 2. 44 2007 2009
护理学 2002 2. 84 2010 2011
护理教育 2002 1. 44 2011 2012
临床能力 2002 1. 67 2012 2013
教学方法 2002 1. 36 2012 2013
课程设置 2002 3. 41 2013 2016
认知 2002 1. 79 2013 2015
科学学位 2002 2. 08 2015 2017
培养模式 2002 3. 54 2016 2017
专业能力 2002 1. 53 2016 2018
专科护士 2002 3. 17 2017 2019
中医护理 2002 1. 55 2018 2022

　 　 注: 代表一年, 代表该年出现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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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 1　 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相关文献发文量总体呈

上升趋势　 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相关文献数量整

体呈现上升趋势,2010 年开始逐年增多,究其原因

可能与 2010 年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正式通过护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有关。 而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试

行)》中指出要培养具有一定的临床科研能力、能直

接参与临床护理实践的护理人才[21] ,为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各高校、教育单位及教育工作者逐渐加强

了该领域的发展和深入研究。
3. 2　 作者之间、机构之间合作较少,跨地域、跨学

科合作稀疏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主要形成以朱京

慈、高玉芳、张培莉、李萍、杨培常为主的 5 个核心

团队。 发文量最多的朱京慈团队,主要研究“认知

学徒制”在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中的作用,同时专

注于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学习体验及临床实践需

求的质性研究[22-24] ;高玉芳团队则主要倾向于不同

研究方向(如 ICU 方向、社区护理、麻醉护理等)护

理研究生培养方案或模式构建[25-27] ;张培莉团队主

要针对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培

养[28-30] ;李萍团队主要从事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相

关研究如影响临床实践的因素[31] 、临床实践教学方

法改进及展望[32-33] ;杨培常团队以护理研究生核心

能力的研究[34-35] 最为多见。 从科研机构合作网络

来看,合作多以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为主,其中仅有

少量机构进行跨机构、跨地域合作,如中南大学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未出现跨领域之间的合

作,可能与各研究团队侧重点不同有关。 因此为了

更好地促进护理事业发展,需要各研究团队进一步

加强作者以及机构间的跨地域、 多学科交流与

合作。
3. 3　 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研究热点逐渐向专科化

发展　 关键词是对文章主体的反映,聚类分析能够

根据指标间的相似程度进行类别划分[36-37] 。 从关

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和突现词图谱可知,研究热点

从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模式构建到具体课程设置、
教学实施及效果分析,再到不同方向护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核心能力培养以及专科护士的发展,逐渐呈

现专业化、专科化发展,而近些年中医护理已成为

关注焦点,可能与疫情期间对中医护理的需求更多

以及其疗效可靠有关。 相关研究者表明,中医护理

“护未病”指导思想,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在疫情中

发挥着独特作用,已取得一定的疗效[1,38] ,且相关调

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中医护理需求相对

较高,对中医疾病知识及膳食护理的需求较为突

出[39] ,但目前中医专科护理人才仍较少,可能与临

床护理人员大多无中医背景且培训班开展频率较

低及宣传力度不够有关,或由于中医护理操作程序

繁琐、穴位复杂难记、无统一操作规范,导致学员兴

趣低、效果差,无法通过专科培训考试有关。 因此

各高校及其附属培养单位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尤
其是中医药院校,应积极并定期开展中医护理专科

培训班,研究制定统一技术操作规范,开发趣味教

学等促进中医护理专科实践发展,以培养高层次、
专业型、应用型能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专科护理

人才。
4　 小　 　 结

　 　 当前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逐渐向专科化发展,
但是我国护理研究生专科临床实践仍存在很多不

足,目前的临床实践教学主要是在集医疗、教学、科
研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以临床主要科室为主,缺
少专科病房[40] ,调查研究发现我国 46. 9%的 MNS
研究生未参与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造

口、疼痛、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等专科护理实习[41] ,
临床实践资源欠缺;另外,大多数专科培训项目都

属于专科证书课程,只有少数培训项目属于研究生

水平的教育[42] ,而且目前培训均无统一教材,无统

一评价体系与考核指标。 因此,应不断完善护理研

究生临床实践方案,建议结合我国临床护理发展需

要以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探索适合护理研究

生专科临床实践的培养计划,以满足我国护理发展

需要及临床护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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