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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 ２１ 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老龄人口逐渐增多，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逐步加重。 并且

人类的疾病谱也在发生着变化，慢性病发病率逐渐升高和老年人自理能力逐渐下降矛盾凸显，需要长期且专业的照护，医护需求

与日俱增，在中国当前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分离的现状下，矛盾更为突出。 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计算机软件工具，通过绘制医

养结合研究的相关知识图谱，以期更为直观地呈现目前医养结合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推动中国医养结合的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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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 ２１ 世纪面临的主要

问题之一。 老龄人口逐渐增多，家庭和社会亟需应

对的养老形势日趋严峻。 并且人类的疾病谱也在发

生着变化，慢性病发病率逐渐升高和老年人自理能

力逐渐下降矛盾凸显，需要长期且专业的照护，医护

需求与日俱增，在国内当前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

分离的现状下，这种需求则尤显迫切。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体系建设规划（国发［２０１７］ １３ 号）》，《规划》提

出，到 ２０２０ 年，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

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
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

老院服务质量。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国务院关于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指出，要

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 因此研究医养结合具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 在医养结合相关政策背景下，医养

结合研究成果丰硕。 本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中国医

养结合近五年的有关热点研究进行分析，以探讨医

养结合发展的有关热点与问题，为医养结合的研究

与发展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文献计量分析法

文献计量分析法是指“从数量角度出发，利用

数学、统计学方法揭示文献信息的数量关系、分布和

变化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 ［１］。 本研究主要是对医

养结合发展研究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数量统计，并对

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
１．２　 可视化分析法

本文借助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 件 是 陈 超 美 教 授

（２００４） ［２］开发的一款基于 Ｊａｖａ 平台信息可视化分

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是国际主流的文献可视化



分析工具之一，采用一种适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

杂网络分析，绘制领域发展的知识图谱，直接展现某

知识领域的信息全景，识别某一科学领域中的关键

文献、热点研究和前沿方向［３］。
１．３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权威性与可获取性，本文以中国学

术期刊出版总库（以下简称为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为数据

源，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为检索日

期，以“医养结合”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统共检索

到３ ５０７篇文献，剔除仅正文提到“医养结合”，但未

将医养结合作为主题进行讨论的，最终确定了 ２ １３６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研究基本情况分析

从研究成果来看，医养结合研究成果以期刊论

文为主，共计 １ ５５１ 篇，占 ７２．６％；硕士学术论文共

计 ２４１ 篇，占 １１．３％；报纸及会议论文共计 １３６ 篇，
占 ６．４％。 可见期刊是医养结合有关研究主要阵地。

从学科分布来看，其中 １ ０１３ 篇分布于医药卫

生科技，占 ４７．４％；９８０ 篇分布于社会科学Ⅰ辑，占
４５．６％。 这也较符合医养结合研究领域属性。

从发文期刊来看，发文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

《中国人口报》、《劳动保障世界》、《健康报》、《中国

老年学杂志》、《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从科研资助与否来看，２ １３６ 篇文献中，只有

１４７ 篇有相关基金支持，占 ６．９％。 其中，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支持论文 ６７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论

文 ４８ 篇，各省级基金支持论文 ３２ 篇。 可见，关于医

养结合发展研究科研基金支持率偏低，医养结合发

展科研资助力度不足。
２．２　 共现分析

２．２．１　 高频作者及研究机构共现分析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将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设置为

“Ａｕｔｈｏ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阈值设置为“４”，即只显示发

文量超过 ４ 篇的作者及研究机构。 运行软件，绘制

共现图谱如图 １ 所示。 其中，节点代表作者与机构，
其间的连线代表合作关系；节点越大，表示越高产。
图 １ 中较大的节点作者有唐钧、鞠梅、王芳、陈娜、王
建宏；机构有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广西壮瑶医药与医

养结合人才小高地、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
西中医药大学、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节点之间

连线的粗细代表了合作关系的强弱，从合作关系上

看，全图仅呈现出鞠梅与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陈
娜与王长青、广西壮瑶医药与医养结合人才小高地

以及和广西中医药大学之间的合作网络。 大多数节

点之间基本没有连线，这说明当前的研究较为分散，
且作者之间的合作对象较为固定，相互之间的交流

较为局限。
从研究力量来源来看，医养结合的研究机构主

要是高等院校，以医科类大学为主，或其下设的研究

机构，少有民政部门及医疗养老机构工作者。 对于

医养结合领域的研究还是集中于高校、研究院等学

术领域。

图 １　 近五年高频作者与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ａｐ ｏｆ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２．２．２　 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有效的 ２ １３６ 篇文献中，通过对关键词进行

统计，选取词频≥５０ 的关键词进行罗列分析。 其中

“医养结合”共出现了 １ ５８０ 次（排名第 １），“养老机

构”的词频是 ２６１（排名第 ２），“养老模式”出现了

２１９ 次（排名第 ３）。 详见表 １。
表 １　 高频与高中心性关键词统计

Ｔａｂ． １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ｃｅｎｔ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排序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排序 高中心性关键词 频次

１ 医养结合 １ ５８０ １ 老年公寓 ０．３４

２ 养老机构 ２６１ ２ 医养结合 ０．３１
３ 养老模式 ２１９ ３ 老人 ０．２２
４ 养老服务 １９９ ４ 养老模式 ０．２０
５ 老年人 １１２ ５ 养老护理员 ０．２０
６ 老龄化 １０６ ６ 医养融合 ０．１８
７ 人口老龄化 ９７ ７ 对策 ０．１７
８ 机构养老 ７６ ８ 慢性病医院 ０．１７
９ 居家养老 ５０ ９ 社区卫生服务 ０．１５
１０ 失能老人 ５０ １０ 影响因素 ０．１４

　 　 为了更直观展现各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进一

步绘制了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 将医养结合相关数

据输 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 件 中， 参 数 选 取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为 ｔｏｐ５０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运行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以 １ 年为切片，术语类型（Ｔｅｒｍ ｔｙｐｅ）设定为（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ｓ），通过选取文献的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作为节

１９２第 １ 期 赵子青， 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近五年医养结合研究热点探析



点类型（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引文数量共引频次与共引系

数三个不同的阈值分别设置为（２．２．２０），（４．３．２０），（４．
３．２０），选择使用剪切（ｐｒｕｎｉｎｇ）联系中的最小生成树

算法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
节点代表了关键词被引用的频次，节点字体大小代表

中心性，字体越大中心性越强。 详见图 ２。

图 ２　 医养结合研究主题聚类图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

了模块值 （Ｑ值） 和平均轮廓值（Ｓ值） 两个指标，可
以作为研究中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据。 一般

而言，Ｑ 值在［０，１） 区间内，Ｑ ＞ ０．３ 就意味着划分

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若 Ｓ 值在 ０．５ 以上，一般

就认为聚类是合理的［３］。 本文绘制的聚类图谱 Ｑ ＝
０．５９８，Ｓ ＝ ０．５０９ ７，因此具有说服力。
　 　 从高频关键词的聚类、中心性情况来看，共
有 １９ 个聚类、１４０ 个节点、２０５ 条连线，“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以及“养老模式”这些关键词均出现在

聚类中心，并表现出很高的向心性，这些关键词代表

着在这个期间研究的热点问题。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

网络综述功能，对关键词逐一进行语义分析可以发

现，在 １９ 个聚类中，主要有种类 １＃０ 政策、种类 ２＃１
社区居家养老、种类 ４＃３ 医疗卫生、种类 ５＃４ 养老护

理、种类 ６＃５ 智慧养老、种类 ７＃６ 服务部门、种类 ８＃７
康复医院等，这 ７ 个主要聚类所反映的研究主题就是

近五年医养结合研究的热点。 每一聚类的具体内容，
详见表 ２。 在政策领域，近五年较经典、有影响力的

文献有《医养产业的十二个新主张③医养多点融合》、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养老服务发展政策研究》、《遭遇

堵塞的“医养梦”》等。 在社区居家养老与智慧养老

领域近五年内较经典、影响力较大的文献有《城市社

区居家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研究》、《失能老人的医

疗养老服务成本分析—基于医养结合式养老机构的

调查》、《结构性嵌入：医养结合在社区居家养老中的

实践逻辑》等。 有学者从基层的角度着重探讨社区居

家养老模式与“分级诊疗”、“家庭医生制度”的协作

路径［４－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与智慧城市建设的

结合逐渐受到关注［６］，在如何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上也有不少研究［７］。 研究涉及医养结合系统中运用

物联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呼叫、云技术、
ＧＰＳ 定位技术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及时满足老年人在

生活、健康、安全、娱乐等方面的需求［８］。 在医疗卫生

领域，近五年值得参考的文献有《大健康趋势下发展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蔡威赴

苏、沪两地调研“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上海深

入推进医养结合》等。
表 ２　 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

Ｔａｂ． ２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类别 聚类结果

种类 １ 影响因素（０．１４）、中华人民共和国（０．１２）、需求（０．１１）、资源（０．１０）、医养结合模式（０．０８）、医疗卫生机构（０．０４）、医疗保险

（０．０３）
种类 ２ 养老机构（０．１２）、医疗机构（０．１１）、养老服务机构（０．０８）、养老服务业（０．０８）、护理保险制度（０．０３）、老年护理院（０．０３）、生活照料（０．０３）

种类 ３ 养老模式（０．２０）、对策（０．１７）、老年人保健服务（０．０５）、现状（０．０３）、老龄化（０．０３）、困境（０．０３）、建议（０．０１）、策略（０．０１）、发展

现状（０．０１）
种类 ４ 社区养老（０．１１）、失能老人（０．１１）、养老服务（０．１０）、失能老年人（０．０５）、医药卫生（０．０３）、互联网＋（０．０３）

种类 ５ 医养结合（０．３１）、养老服务模式（０．１２）、敬老院（０．０８）、资源整合（０．０２）、培训（０．０２）、卫生院（０．０１）、照护服务（０．０１）

种类 ６ 老年公寓（０．３４）、养老护理员（０．２０）、老年人口（０．１３）、空巢老人（０．０７）、养老服务产业（０．０６）、居家养老服务（０．０４）、签约服

务（０．０３）
种类 ７ 老年病学（０．１４）、宜居城市（０．１２）、老年（０．０５）

种类 ８ 老人（０．２２）、医养融合（０．１８）、社区卫生服务（０．１５）、医疗（０．０５）、护理院（０．０４）、养老设施（０．０３）、民政部（０．０２）、老年病医院

（０．０１）

种类 ９ 慢性病医院（０．１７）、服务模式（０．０６）、机构养老（０．０４）

　 注：括号内为该关键词的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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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相对分散

近五年来，医养结合研究者之间合作关系较少，
且合作对象较为固定，相互之间的交流较为局限。
研究机构则主要是以高校为主，缺乏社会机构与政

府机构的参与，侧面说明有关医养结合的研究主要

在学术领域。 且研究主要以地方为主，较分散，没有

形成有关医养结合的系统研究体系，不利于医养结

合的发展。 因此，应该创建有利于医养结合交流的

平台，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加强研究者与研究

者、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推动信息共享，促进不同

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
３．２　 加强医养结合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护理保

险制度的合作

从聚类结果来看，医养结合与医疗保险、护理保

险制度共现情况较高。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制度

分散风险的功能，提高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养结合将是未来提高老年人生活

幸福感的方式之一，应当加强医养结合与社会保险

制度的合作，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归根结底，医养结

合的发展最终将归结到财力可持续性的话题上［９］。
３．３　 医养结合研究热点较突出，但缺乏系统性与权

威性

研究热点涵盖社区居家养老、医疗卫生、养老护

理、智慧养老、服务部门等，但是尚未形成理论结合

实践的总结与提炼的系统研究。 其中，较特殊的是

成都市形成了聚类，因此说明对于医养结合，成都市

的研究走在前沿，侧面反映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 智慧养老成为研究热点反映了目前医养结

合与大数据、互联网＋联系紧密，顺应时代潮流与发

展。 因此应当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充分利

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促进医养结合领域的发展。
４　 结束语

本文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可视化分析，对近五年发

表在中国知网上的有关医养结合文献进行检索分

析，通过绘制高频作者与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医养结

合研究主题聚类图发现虽然医养结合研究热点较突

出，但缺乏系统性与权威性。 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相

对分散，没有形成有关医养结合的系统研究生态，不
利于医养结合的发展。 因此，应该创建有利于医养

结合交流的平台，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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