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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中医外治法治疗肩周炎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及热点,为临床治疗构建可视化知识

图谱。 方法:收集 2018—2023 年发表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WANFANG
 

DATA)、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VIP)中关于中医外治法治疗肩周炎的文献,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筛选出的 1656 篇文献进行数据

可视化分析。 结果:肩周炎中医药研究文献数量大体呈现先上升又下降的趋势;研究作者之间虽然有团队

合作,但是不突显,且总体相关研究团队合作数量较少。 通过对关键词分析得到 7 个主要聚类团,代表目前

肩周炎主要研究方向。 结论:肩周炎的治疗以针灸推拿为主,研究作者之间应进一步加深合作,研究热点应

加强与治疗肩周炎相关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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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周炎是中老年人常见的慢性骨关节疾病,主
要表现为肩关节的持续疼痛及活动受限。 风邪、寒
邪侵袭是导致本病的重要原因,由于本病多见于

50 岁左右的中老年患者,故又称为“五十肩”,同时

也被称为“肩凝症” “冻结肩”等。 肩周炎一旦发展

至粘连期,不仅疼痛加重,而且严重影响关节的功

能活动,从而对患者的工作及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

影响。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病 40 岁以上年龄阶

段的患者患病率较高,且女性患者多于男性[1] 。 目

前肩周炎患者不断增加,为社会群体带来了生活和

经济负担,因此了解肩周炎领域的研究情况以及寻

找治疗肩周炎的最佳方法,以有效缓解临床肩周炎

患者的痛苦及负担十分必要。
当前文献计量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以评估机构和作者的发文量,探索特定领域的研究

热点和前沿[2] 。 目前,关于肩周炎中医药治疗相关

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6. 2. R4 软件,对肩周炎文献的知识结构

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对中医药治疗肩周炎的研究

进展及治疗方案有系统的了解,从而优化治疗方

案,为临床治疗肩周炎提供参考和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 1　 检索策略　 检索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于中国知网 ( CNKI)、万方数据 ( WAN-
FANG

 

DATA)、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上

发表的文献。 检索式为 SU = (“肩周炎” + “五十

肩” +“肩痹” +“漏肩风” +“肩凝症” +“肩关节周围

炎” +“冻结肩”)∗(“针灸” +“针刺” +“艾灸” +“推

拿” +“拔罐” + “按摩” + “温针灸” + “灸法” + “针

刀” +“刮痧”)。
1. 2　 纳入标准　 所有关于中医外治法治疗肩周炎

相关的文献,包括临床研究、个案报道等。
1. 3　 排除标准 　 1)动物实验、重复发表及信息不

全的文献;2) 与主题无关的文献;3) 会议论文、综
述、述评及 Meta 分析等。
1. 4　 文献筛选和数据处理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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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献进行筛选。 所有文献均进行三级审核制度,
将检索到的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其中包含文

献题目、研究作者、发表年份、关键词等信息。 采用多

数据去重 5. 1 软件进行去重,再通过人工筛选剔除不

符合标准的文献;最后运用 CiteSpace
 

6. 2. R4 软件进

行格式转化,方可对数据进行分析。 使用 CiteSpace
软件,分别对年份、研究作者、关键词等进行分析。 对

筛选出的 1656 篇文献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时间

线图分析等,并根据可视化结果进行分析。
2　 结　 　 果

2. 1　 年度发文量　 通过软件去重以及人工根据制

定的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出 1656 篇文献,根据每年

文献的发表量绘制出近 5 年关于肩周炎治疗相关

研究的文章发表数量的趋势变化。 如图 1 所示,
2018 年至 2019 年,文献年均发表量呈上升趋势;
2019 年至 2021 年文献发表数量走势平缓,保持在

一定水平;2021 年至 2023 年发文量逐渐降低,文章

数量较前几年明显下降,表明研究热度逐渐减退。
总体而言文献呈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中医外治法

治疗肩周炎相关领域研究越来越少,肩周炎相关方

面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

图 1　 年度发文量

2. 2　 文献作者共现分析　 对研究作者的进行可视

化分析,制作出作者共现图谱。 如图 2 显示,该领

域较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团队中以程少丹、张洋、
庞海莉、葛程团队影响最大,且发文量最多,在中医

外治法治疗肩周炎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 数据分

析显示肩周炎外治法相关的文献研究作者中,单一

作者发文量相对较多。

图 2　 文献作者共现图谱

2. 3　 关键词分析

2. 3.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

高度概括,可以反映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关键主题,
高频次的关键词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目前研究领域

的热点话题[3] 。 对纳入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共得

到节点 282 个,连线 460 条。 对出现频次在 100 次

以上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排名前 8 位的高

频关键词,且中心度均>0. 10 为高中性关键词(见

表 1 和图 3)。 其中“肩周炎”的频次为 1204 次、中
心度为 1. 00,均最高;其次为 “ 临床效果” 和 “ 推

拿”,频次分别为 445、380 次,分别排在第二和第

三;“推拿”的中心度为 0. 96,排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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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频关键词分析(排名前 8 位)
关键词 频次 / 次 中心度 年份 / 年 关键词 频次 / 次 中心度 年份 / 年
肩周炎 1204 1. 00 2018 针刺 214 0. 27 2018
临床效果 445 0. 11 2018 温针灸 213 0. 12 2018
推拿 380 0. 96 2018 针刀 213 0. 22 2018
针灸疗法 324 0. 22 2018 疼痛 122 0. 17 2018

图 3　 关键词共现聚类表

2. 3. 2　 关键词聚类分析及时间线图谱分析　 通过

对肩周炎外治法相关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最
大聚类中的前 7 种聚类标签代表目前肩周炎主要

研究方向,得到模块值 Q = 0. 8857>0. 3,平均轮廓值

S = 0. 9354>0. 7,说明此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高度

可信且社团结构显著。 最终得到 7 个聚类标签结

果(见图 4),聚类序号的大小与聚类的关键词的数

量成反比。 将聚类标签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这 7 个

聚类标签主要集中在治疗方法、功能状态和疗效

3 个方面。 其中#0 针灸、#1 推拿、#4 针刺、#5 温针

灸、#6 毫火针 5 个聚类标签为治疗方法方面的研

究;#2 疼痛 1 个聚类标签为功能状态方面的研究;
#3 临床疗效 1 个聚类标签为疗效方面的研究。 其

中治疗方法 5 个聚类标签中更主要集中在针灸疗

法的干预方面。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时间线图

并进行分析,可以清晰了解随着时间推移聚类的关

键词的变化。 由图 5 可知肩周炎近几年研究的热

点主要围绕针灸、推拿、疼痛、临床效果等方面,除
了对治疗方法的关注外,也同时侧重于在各种治疗

中对于疼痛症状和临床疗效的关注度等方面。

图 4　 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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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关键词时间线图

2. 3. 3　 关键词突现强度分析　 关键词突现强度表

示的是一段时间内该领域的热点问题出现的频率,
强度与该研究在这段时间内的热度成正比。 开始

和结束年份分别表示该研究热点出现和停止的时

间。 中医外治法治疗肩周炎文献中的关键词突现

强度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关注点在

逐渐变化。 从 2018 年到 2019 年,关键词“中药”较

为突出;2020 年到 2021 年,突现关键词是“浮针”;
从 2021 年到 2023 年,突现的关键词为“疼痛” “急

性期” “风寒湿” “联合治疗” “冻结期” “肩功能”
“牵拉法”,其中突现强度最大的为“疼痛”,强度为

2. 91。 (见图 6)

图 6　 关键词突现强度图谱

2. 4　 治疗方法比较分析　 对纳入文献中采用的主

要干预方法进行提取分析,得到中医外治法治疗肩

周炎文献中采用的治疗方法的分布情况(见图 7)。
从图中可以看出治疗肩周炎主要采用的治疗方法

种类多种多样,包括单一治疗手段和两种、三种或

者多种治疗方法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使用频次最

多的治疗方法为针刺、艾灸、推拿三者配合使用的

方法即针灸推拿的方法,使用频次是 218 次;其次是

针刺 166 次、针刀 156 次、推拿 153 次、针刺和艾灸

相结合的针灸 144 次、温针灸疗法 132 次。 其余文

献主要集中在针刺、艾灸、推拿、针刀、温针灸等几

种治疗方法与刺络拔罐、穴位注射、穴位贴敷、刮

痧、埋线、康复、中药等治疗方法中的一两种或者多

种疗法相结合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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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文献中采用的治疗方法比较分析图

3　 讨　 　 论

3. 1　 中医外治法治疗肩周炎现状　 肩周炎被认为

是现代社会高发疾病,并逐步有年轻化的趋势[4] 。
中医学认为本病的病位在肩部筋肉,其发生与体

质、外伤、劳损以及风寒侵袭肩部等多种因素有关。
本病归属于“痹证”的范畴,其发病病机是肩部经络

气血阻滞不通或筋肉失于濡养所致[5] 。 肩周炎初

期主要以疼痛、肩关节不适和活动受限为主,随着

肩关节活动受限越来越严重,最终形成肩关节粘

连,夜间进行性加重,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及

工作,若迁延日久甚至可导致肩部肌肉萎缩。 现代

医学认为本病的主要发病机制是由于肩关节及周

围软组织损伤导致关节粘连,疼痛介质释放导致无

菌性炎症,从而出现炎症反应[6] 。 目前肩周炎的治

疗方法主要以保守治疗为主,临床不乏针刺、艾灸、
推拿、针刀等传统疗法的应用。 随着信息知识的发

展和更迭,一门学科在一定时间内相关研究文献的

多少不仅可以体现其发展趋势,同时也可以体现不

同的研究学者对该领域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及重

视的热点[7] 。 从近 6 年的文献发文量走势图来看,
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与重视并不是逐年增加的,
2018、2019 年文献发文量逐渐增加且到 2021 年一

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 2021 年之前研究者

对肩周炎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和关注。 但是从

2021 年开始急剧下降,说明研究人员对肩周炎相关

的研究热度减退,这一信息提示未来仍需对肩周炎

领域研究加强重视。
3. 2　 关键词、作者等研究热点分析 　 本研究对中

医外治法治疗肩周炎的文献进行分析,从而挖掘文

献中治疗肩周炎相关的知识结构、研究热点和前

沿。 通过作者网络的分析发现,该领域目前团队之

间的合作较少,团队规模欠缺。 通过分析发现,多
名作者合作的团队发文量也相对较大。 如资料显

示:程少丹团队发文量最多,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

针刀治疗肩周炎[8-12] 。 因此提示学者在科研方面

应加强团队沟通合作交流。 此外有一些团队的形

成来源于 1 篇文章将几个作者联系在一起,此类团

队应该展开研究,扩大合作边界。 国内作者团队合

作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缺乏连接

点,即在不同团队之间缺乏合作,应尽可能开展大

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增加作者之

间的合作,其不仅可以相互借鉴彼此的研究技术水

平,使研究质量有一定的提升,还可为肩周炎的治

疗提供更为可靠的循证医学依据,从而为临床提供

更为权威的参考数据,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确定。
关键词共现是文献计量学研究中的核心与关键信

息。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临床疗效是

各种外治方法治疗肩周炎最有效的评价指标也是

研究人员最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其次是各种干预

方法,主要集中在针刺、艾灸、推拿、针刀等方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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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研究内容方面更关注患者肩关节的疼痛状态。
且从关键词聚类分析和时间线图可视化分析也可

以看出,针灸、推拿、疼痛、临床疗效、针刺、温针灸、
毫火针等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可以看出研究热点

主要侧重于中医外治干预方法、临床疗效以及疼痛

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肩周炎的治疗而言,一般选用

的治疗手段多是直接或间接刺激疼痛部位,且以针

灸推拿为首选,选用中药治疗方案的研究相对较

少,而大多数文献是关于针灸疗法开展的。 因为针

灸疗法对于疼痛类疾病的治疗见效更快,疗效更确

切,得到了众多医师、患者的认可。
从突现强度分析,2018—2019 年的突现关键词

为“中药”,说明中医外治方法的同时配合中药治疗

为当时的研究热点,但时间相对较短。 中药在肩周炎

的治疗中多配合针灸、推拿等外治方法同时使用,针
灸推拿疗法在肩周炎的治疗中应用相对更突出,因为

针灸推拿对于疼痛性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优势。
2020—2021 年突现关键词为“浮针”,说明浮针成为

当时的研究热点。 浮针为临床中常用治疗疼痛疾病

的方法,可有效缓解急性期肩关节炎患者的疼痛程

度[13] 。 2021—2023 年突现关键词增多,且研究热点

更侧重于临床分期、治病因素、治疗方法及功能状态

几个方面,说明人们对肩周炎的关注从一开始的治疗

方法到现在更加关注肩周炎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机

体的功能活动,而治疗方法从之前的单一疗法更倾向

于多种方法之间配合使用,该领域的研究在逐步深

入,更加精准地治疗肩周炎。 针灸治疗肩周炎运用中

医理论,进行辨证施治,从而达到缓解肩关节疼痛、活
动受限等各种临床症状的目的。

通过汇总分析发现中医外治法治疗肩周炎的

种类繁多,包括针刺、艾灸、推拿、温针灸、针刀、康
复、穴位注射、拔罐、穴位贴敷、刺络放血等多种方

法,但是在临床治疗时常选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
疗效更为确切。 其中以针刺、艾灸、推拿三者之间

的配合运用最为多见。 针刺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

经通络、活血化瘀的效果,艾灸也能够通过温热效

应达到祛风除湿散寒的目的,推拿可以起到缓解肌

肉紧张、松解肩关节周围肌肉的效果,因此三者协

调配合使用临床效果满意也易于被患者接受和

认可。
　 　 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医药治疗

肩周炎的文献进行了简要汇总分析,从宏观上了解

了肩周炎治疗的知识结构、研究热点以及影响因

素。 但是从研究内容发现目前关于肩周炎的研究

有一定的局限性,发病机制尚不清晰,而近年来相

关深入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作者之间合作较少,
缺乏大团队之间的合作。 中医外治法在肩周炎治

疗的研究领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多样的治疗

手段和确切的疗效,尤其是针灸推拿疗法有着明显

的优势,为临床治疗肩周炎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依

据。 对于治疗肩周炎,中医已取得很大进展,但针

对目前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且患病群体逐渐年轻

化,故目前仍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开拓新型科学治

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更优化的治疗,也为中医药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程,陈广坤,张磊,等. 以肩周炎针灸治疗为例探讨当代针灸

流派的发展方向[J] . 中国针灸,2022,42(8):5.
[2] 　 王艳秋,孟翔鹤,秦静波,等. 基于 CiteSpace 的中医药治疗过

敏性紫癜可视化分析 [ J]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0, 26
(10):173-179.

[3]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4] 　 张剑坤,赵晨玲,王先志,等. 补肾通络针法治疗肩周炎 60
 

例[J].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22,30(6):52-54,58.

[5] 　 谢彩云,粟胜勇,张熙 . 刃针治疗肩关节周围炎临床研究进

展[J]. 亚太传统医药,2022,18(6):193-197.
[6] 　 伯羽,王苗苗,杨文明 . 黄芪桂枝五物汤联合针刺对肩周炎患

者肩部疼痛及关节活动的影响[ J] .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24(2):85-87.

[7] 　 李玉杰,杜旭,殷克敬 . 基于“阳化气”针刺陷谷及循经反应点

治疗肩周炎 31
 

例[J] . 中国针灸,2022,42(6):663-664.
[8] 　 王世辉,程少丹,葛程,等. 针刀镜治疗重度肩周炎的短期疗效

观察[J] . 风湿病与关节炎,2023,12(8):22-25,33.
[9] 　 刘璐,程少丹,何博胜,等. 针刀松解法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研

究进展[J] . 风湿病与关节炎,2022,11(12):67-70.
[10] 　 葛程,张洋,程少丹,等. 针刀镜配合手法松解治疗重度肩周

炎的中长期疗效及对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 J] . 中国中医骨

伤科杂志,2023,31(2):35-39,43.
[11] 　 王邦博,罗和平,杨晓倩,等. 隔药饼灸联合圆利针伞形刺治

疗寒凝湿滞型慢性肩周炎疗效观察[ J] . 中国针灸,2020,40
(12):1291-1294.

[12] 　 程少丹,葛程,张洋,等. 弧刃针刀结合手法治疗中度肩关节

周围炎临床研究[ J] .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27( 13):
1369-1371,1414.

[13] 　 张淼,曲阳,刘红玉,等. 浮针联合微波治疗急性期肩周炎患

者的效果[J] . 中国医药指南,2022,20(11):112-114.

(收稿日期:2023-11-26)
[编辑:韩晗]

·431· 　 　 　 　 　 　 　 　 　 　 　 　 　 　 　 　 　 2024 年第 40 卷第 6 期(总第 30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