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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可视化分析近5年腰痛的运动疗法研究，探索和总结国内外运动疗法治疗腰痛的研究现状、热点以及趋势。方法 检索2019年1月至2023年2月中国知
网(CNKI)以及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有关腰痛的运动疗法研究，利用Excel和CiteSpace软件对文献数量、作者、机构和关键词进行可视
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文献1828篇，其中英文1449篇，中文379篇，英文年发表量程递增趋势，中文程递减趋势。 国内发文最多的核心作者为王楚怀、李
丽、王雪强，英文发文量最多的核心作者为Nambi G、Wang CH、Cejudo A和Abdelbasset W K。国内发文最多的研究机构类型多以中医药大学、体育
大学以及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为主，英文发文量前十的机构中澳大利亚机构最多，占其中3个，其次是美国，有2个，中国有1个。关键词分析提示，中文研
究热点还注重了病人的康复和生活质量，在治疗方式上偏向结合中医疗法，如针刺、太极拳、五禽戏等。英文研究热点更偏向于疾病本身流行病学、病
因、危险因素等的研究，探索并验证治疗方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开发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在其中的新应用。结论 本研究客观反映了近5年运动疗法
治疗腰痛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趋势，可为研究者寻找潜在的合作关系和前沿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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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Visually analyze the research of exercise therapy for low back pain in the last 5 years, and explore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exercise therapy for low back pain at home and abroad. Methods The literature on exercise therapy for low back pain was 
retrieved from CNKI and the Web of Science (WoS)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rom Jan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3, and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were visually analyzed by Excel and CiteSpace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828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cluding 1449 articles in English and 379 articles in Chinese. The published range in English increased and the published course in Chinese 
decreased. The core authors who publish the most articles in China are Wang Chuhuai, Li Li, and Wang Xueqiang, while the core authors who 
publish the most articles in English are Nambi G, Wang CH, Cejudo A and Abdel Basset W K. The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are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ports universities and affiliated hospitals of medical universities. Among the top ten institutions in 
English, Australian institutions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accounting for three of them, follow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wo, and China, with 
one. Keyword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Chinese research focuses on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ends to comb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such as acupuncture, Tai Ji Chuan, and Wuqinxi. English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pidemiology, etiology, and risk factors 
of the disease itself, exploring and verifying the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methods, and developing new applications of deep 
learning such a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onclusion This study objectively reflect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 trends in the field of exercise 
therapy for low back pai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researchers to find potential cooperative relations 
and cutting-edg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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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痛(low back pain)是一个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也
是全球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2]。据统计，大多数人一生中至少经
历一次腰痛，首次腰痛的1年发病率为6.3%至15.4%，任何一次
腰痛发作的1年发病率为1.5%至36%[3]，一般成年人群中腰痛平
均患病率约为12%，终生患病率约为40%[4]。如此高发的患病率
导致相当大的直接医疗保健成本和间接生产力成本损失[5]。
　　在腰痛的治疗方面，许多国际指南推荐了运动疗法[6-7]。该疗
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8]，其有效降低患者疼痛和改善活动
受限的疗效已被证实[9]。然而治疗腰痛的运动疗法有很多种，加
之近些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全球居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和运动
方式的改变[10-11]。因此，有必要对近5年来腰痛的运动疗法的研究
进行总结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客观数据。

文献计量学是通过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对所有知识载体进行定量分
析[12]，以形成知识结构。CiteSpace就是一款文献计量分析的可
视化软件，可根据出版物的数量和引用频率评估作者、机构、国
家和关键词对特定领域研究的影响[13]，有助于发现研究领域的变
化和探索某研究的热点趋势[14]。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资料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的文献。检索策略：中国知网
(CNKI)：(主题=运动 + 运动疗法 + 锻炼)AND(主题=腰痛)，文献
类型仅期刊文献，非中英文扩展。Web of Science(WoS)核心
合集：(TS=“movement therapy” OR “exercis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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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motor therapy” OR kinesitherapy OR kinesiotherapy 
OR train)AND (low back pain OR low back ache OR Lower 
back pain OR lumbago OR “LBP”)， 文献类型：Article和
Review Article， 语言：English。数据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1
日至2023年2月25日。共纳入文献1828篇，其中英文1449篇，
中文379篇。
1.2 研究方法  利用CiteSpace软件(6.1.R6)，对收集到的数据进
行除重处理，然后分别以作者、机构和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对文献的年发文量，采用Excel进行图表转换。

2  结   果
2.1 年发文量  年发文量可以反映出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有助
于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根据中国知网(CNKI)
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数据，绘制中英文的年发文
量趋势图。由于文献检索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2月25日，两中英
文数据库2023年发表的文献未在图中展现(CNKI：11篇，WoS：
32篇)。从图中可以看出，WoS英文数据库年发文量整体呈现递
增趋势，CNKI中文数据库年发文量整体呈现递减趋势。国际对
于腰痛的运动疗法领域的研究与关注越来越多，国内对比2019年
109篇文献，历经3年疫情，中文发文量仍然未恢复至2019年100
篇以上水平。
2.2作者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可以反映出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和
核心作者，有助于研究人员寻求并建立合作关系。根据普赖斯定
律[15]：M =0.749Nmax1/2(M代表核心作者发文数量，Nmax代
表统计年限期间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若作者发文数量≥M，
则表明其为核心作者。据统计，CNKI中文数据库 Nmax=5，M 
=1.67，发文数量大于等于2的核心作者有44人，WoS英文数据库
Nmax=8，M =2.12，发文数量大于等于3的核心作者有56人。
　　如图2所示，共有157名作者的研究被收录于CNKI，其中发
文量前三的核心作者为王楚怀(5篇)、李丽(4篇)、王雪强(3篇),在
以他们为中心的合作团队中，李丽的团队最有影响力，共由6位
成员组成，且每位成员都是发文量大于等于2篇的核心作者。除
此之外，人数最多的团队是以赖光辉、王琦和武百山等8位核心
作者组成的团队(人均≥2篇)，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团队之一。
　　如图3所示，共由239名作者贡献了1449篇文献，发文量前
四的核心作者为Nambi G(8篇)、Wang CH(8篇)、Cejudo A(8
篇)和Abdelbasset W K(8篇)。其中Nambi G和Abdelbasset W K
强强联合组成了高影响力团队。除了团队内部作者间有合作，
团队与团队之间也有合作，如Nijs J 团队与Hodges P W团队，
Hartvigsen J团队和Karppinen J、Holopainen R团队，团队间
的作者合作也有助于提升个人和团队影响力。
2.3 机构分析  机构合作网络可以反映出该领域中重点科研机构
和地区，有助于学者做出交流和学习的选择。如图4所示，CNKI
中文投稿机构有130个，投稿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为：山东中
医药大学(4篇)、上海体育学院(4篇)、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
篇)、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4篇)、北京体育大学(3篇)、山东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3篇)、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3
篇)、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3篇)、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3篇)、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篇)。
这些研究机构类型多以中医药大学、体育大学以及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为主。
　　如图5所示，WoS中共有243个机构的研究在该领域做出了
贡献，较高产的机构有：Univ Sydney(澳大利亚悉尼大学，36
篇)、Univ Queensland(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28篇)、Harvard 
Med Sch(美国哈弗医学院，27篇)、Sun Yat Sen Univ(中国中山
大学，25篇)、Univ Southern Denmark(南丹麦大学，19篇)、
McGill Univ(加拿大麦吉尔大学，18篇)、Duke Univ(美国杜克
大学，16篇)、Curtin Univ(澳大利亚科廷大学，16篇)、Prince 
Sattam Bin Abdulaziz Univ(沙特阿拉伯王国 萨塔姆·本·阿卜杜
勒阿齐兹王子大学，15篇)、Vrije Univ Amsterdam(荷兰阿姆斯
特丹自由大学，15篇)。其中澳大利亚机构最多，占其中3个，其

次是美国，有2个，中国有1个。
　　就中心性而言，大于等于0.1表明机构之间有显著的合作关
系，如表1国内外机构中心性前十排名，显示CNKI机构中心性皆
为0，表明国内机构之间缺乏合作；WoS机构中心性大于等于0.1
的有Harvard Med Sch(美国哈弗医学院，0.19)和McGill Univ(加
拿大美吉尔大学，0.11)，这两所机构影响力较广，和其他机构间
有较多的合作关系。除这两所机构外，其余八个机构中心性虽大
于0但是皆小于0.1，表明大多国外机构间虽有联系，但是合作关
系不强。
2.4 关键词分析
2.4.1 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是对一项研究的高度凝练，对关键词进
行频次和中心性的分析，有助于获取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和前沿
方向。如图6所示，CNKI关键词共现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十个为：
腰痛(55次)、慢性腰痛(32次)、运动疗法(30次)、下腰痛(27次)、
功能锻炼(18次)、康复(14次)、针刺(13次)、综述(13次)、生活
质量(12次)、下背痛(11次)。去除自我指向性词语后，CNKI中文
研究关注热点还包括了康复、针刺和生活质量。反映了国内研究
者在腰痛的运动治疗中还注重了病人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在
治疗方式上偏向结合中医疗法。如李嘉玉[16]的研究表明运动可
作为治疗腰痛一种康复手段，并且未来应该就患者情况分群并设
计特定运动康复方案，促进患者的主动运动康复。生活质量是评
价腰痛治疗效果的一致指标[17-18]，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治疗才是
有效的治疗。相较于单纯针刺疗法，孙明媚[19]运用头针结合运动
疗法的方式更有效的降低了腰痛患者的疼痛症状并且改善其功能
障碍。王旭[20]证明苍龟探穴针法联合悬吊疗法与单纯悬吊疗法相
比，在改善慢性腰痛患者症状及体征,提升腰部本体感觉、改善躯
体等速肌力上效果更佳。
　 　 如 图 7 所 示 ， W o S 关 键 词 出 现 频 次 最 高 的 十 个 为 ： l o w 
back pain(腰痛，693次)、management(管理，161次)、
reliability(可靠性，122次)、exercise(运动，118次)、exercise 
therapy(运动疗法，115次)、prevalence(患病率，112次)、
disability(残疾，111次)、classification(分类，92次)、back 
pain(背痛，82次)、risk factors(危险因素，72次)。去除自我
指向性词语后，WoS英文研究关注热点还包括management、
reliability、prevalence、disability、classification、risk 
factors。反映了国际研究者在腰痛的运动治疗中还注重疾病的
管理和流行病学研究，探讨治疗和管理方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探寻疾病的病因、种类以及危害。如Wippert P[21]在一项单盲多
中心对照试验中评估了自我管理计划的有效性。在为期12周的
多学科感觉运动训练中，自我管理的多学科治疗与常规治疗相比
使患者临床相关的疼痛残疾减少，并且有显著的心理健康改善。
Ahern M M[22]的研究证明了虚拟现实技术(VR)在急性、亚急性和
慢性脊柱疼痛患者管理中的有效性。与常规物理治疗(短期随访)
相比，VR改善了疼痛、残疾和对运动的恐惧。 Hanvold T N[23]在
对北欧国家青年工人职业事故和疾病的风险因素研究中得出，机
械因素(如举重)、社会心理因素(如对工作节奏的低控制)和组织因
素(如安全环境)都与北欧年轻工人腰痛风险增加有关。
　　就中心性而言，如表2，CNKI中心性前十的关键词和频次前
十的关键词较为一致，剔除自我指向性词语后，除影响因素一词
新增外，也是侧重于腰痛的康复、生活质量和中医针刺疗法方
向。WoS中心性前十的关键词较频次前十的关键词有较大的区
别，在去除自我指向性词语后，侧重的方向为：intensity(运动
强度)、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卷积神经网络)、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adolescents(青少年)、risk factors(危险
因素)、model(模型)、tests(试验)。可归类为：精准的技术标
准研究，如运动强度研究；新颖的技术引入研究，如卷神经网
络与深度学习研究；具体的设计方法研究，如模型试验研究。
Verbrugghe J[24]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高强度的运动训练在
降低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的残疾、疼痛，改善身体功能和运动
能力上比中强度的运动要好。Vania M[25]表明当今医学成像技术
如磁共振成像，在诊断和治疗下背部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但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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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一般图像训练数据丰富时，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分割算法在
计算机视觉中表现十分良好。Myers CA[26]创建了患者特定的肌肉
骨骼模型，通过模拟髋外展肌强化可以降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踝
部和腰部的峰值关节接触力，可降低患腰痛的可能，改善患者的
整体功能。
2.4.2 关键词时线图  基于关键词时线图，通过CiteSpace关键词
聚类功能对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如图8所示，CNKI网络模块
化评价指标Q值为0.59，大于0.3，表示其网络社团显著，聚类较
为合理。得到的八个聚类为：#0腰痛、#1康复、#2功能锻炼、#3
运动疗法、#4下背痛、#5下腰痛、#6健身气功、#7运动康复。健
身气功是中国传统的运动功法，功能锻炼是运动疗法的核心，康
复是该领域中被反复提到的重点热点内容。
　　如图9所示，WoS得到的关键词聚类也较为合理(Q值等于
0.77，大于0.3)，一共有十六个聚类：#0 muscle activity(肌
肉活动)、#1 integrated multidiscipli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综合多学科康复方案)、#2 self-compassion 
training(自我关怀训练)、#3 isokinetic trunk strength(等
速躯干力量)、#4 trunk muscle training(躯干肌肉训练)、
#5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肌肉骨骼疾病)、#6 hybrid 
geometry-appearance(混合几何图形-外观)、#7 concerning 
patient education(关注病人教育)、#8 local binary pattern(局
部二元模式)、#9 influencing physiotherapists attitude(影响
物理治疗师的态度)、#10 acute effect(急性效应)、#11 pain 
science education(疼痛科学教育)、#12 intervertebral disc(椎
间盘)、#13 low back pain(腰痛)、#14 metacarpophalangeal 
rheumatoid arthritis(掌指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15 thyroid 

detection(甲状腺检测)。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多种运动训练
方法(#0、#3、#4)， 2.多学科交汇，涉及康复、影像、心理与
教育(#1、#2、#6、#7、#11), 3.相关危险因素(#5、#12、#13、
#14、#15),4.其他(#9、#10)。腰痛的运动疗法有多种训练方式和
方法，并且涉及的学科是多领域的，相关的危险因素除了和各种
肌肉骨骼类的疾病最相关外和其他疾病也可能有关联性，另外物
理治疗师在腰痛的运动疗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运动疗法
的主要实施者，影响着运动疗法的效果。
2.4.3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又称关键词爆发点，通过最直观
的图文可以直观反映出在某一时段最受关注的话题和研究前沿。
如图10所示，CNKI中文数据库2020年最受关注的话题是：腰椎
(强度：1.06)、太极拳(强度：1.06)、妊娠(强度：0.79)、五禽戏
(强度：0.53)。妊娠人群的腰痛受到更多的研究关注，石志宜[27-

28]通过对妊娠相关腰痛循证证据的收集并进行分析，得出了多学
科预防和管理妊娠相关腰痛的方案，补充替代医学，如运动疗
法、手法推拿、物理因子治疗等可以为临床减轻疼痛，降低腰痛
发生率提供参考。作为中国疗法的传统运动功法，五禽戏和太极
拳近些年常被用于预防和治疗腰痛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陈紫
砚，蒋湘平，张海娇等[29-31]学者通过文献资料法证明太极拳及其
联合治疗可以改善脊柱关节活动度，增强腰部核心肌力，从而提
升脊柱稳定性，降低腰部疼痛和减轻功能障碍。
　　如图11所示，WoS英文数据库2019年最受关注的话题是：
cross sectional area(横断面面积，2.27)、flexibility(灵活
性,2.27)、predictors(预测因素,1.81)、neuropathic pain(神经
性疼痛,1.81)。关注的热点在于腰痛的预测因素研究上，比如腰
椎的横断面积、神经性疼痛，是否是导致腰痛的影响因素。在对

图1 近5年国内外发文量趋势图。图2  CNKI作者合作网络图。图3 WoS作者合作网络图。图4 CNKI机构合作网络图。图5 
WoS机构合作网络图。图6 CNKI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图7 WoS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图8 CNKI关键词时线图。图9  WoS关键词
时线图。图10 CNKI关键词突现。图11 WoS关键词突现。

表1  中心性排名前10的机构　 表2  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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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预测因素的研究上，运动员人群受到了国际研究者的更多关
注，Cejudo A、Speariett S等[32-34]研究者在棍球运动员、马术运
动员与高尔夫运动员人群中探寻运动限制与腰痛的关系，其中灵
活性是评估的指标之一。

3  讨   论
　　腰痛引起的残疾逐年递增，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
题，严重增加了社会负担，包括在经济上和卫生服务工作上[35]。
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重视腰痛，并强调将运动疗法作为一种重要
的治疗方案[36]。本文是基于对近5年国内外发表的运动疗法治疗
腰痛的研究分析。通过CNKI和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共检索到
符合要求的1828篇文章。数据输入到CiteSpace软件，获取网络
图谱和提取文献计量指标，如作者共现、机构共现、关键词共
现、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突现。
　　由年发文量可知，WoS外文数据库程递增趋势，说明腰痛
的运动疗法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而CNKI中文数据库程
递减趋势，这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国内居民的生活和
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作者合作网络，CNKI核心作者占比
为28.0％(44/157)，WoS核心作者占比为23.4%(56/239)，虽然
各自都有较为突出的高产作者，但是核心作者人数占比还是较低
(＜50%)。在合作关系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各个作
者之间仍需要增加交流，加强合作关系。在研究机构上，单从数
量上讲，国内对于腰痛的运动疗法研究多以中医药大学、体育大
学以及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为主国际水平上澳大利亚机构占据主导
地位，一共有三个机构(Univ Sydney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 
Queensland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Curtin Univ 澳大利亚科廷大
学)排名前十；从中心性上讲，国内机构之间十分缺乏合作，国外
机构间虽有联系，但是合作关系不强，因此各机构之间也需要更
多的交流与合作。
　　在关键词中，CNKI中文关键词反复提到了康复一词，腰痛
的康复不仅在于躯体的康复，也在于功能的康复，后者是现代腰
痛患者更高的医学需求。康复的治疗方式有很多，运动疗法是其
中的一种，也称为运动康复，是目前临床治疗腰痛的常见无创治
疗手段，也是许多国际指南所推荐的物理治疗方式。各个国家都
有适应国情的特殊运动方式，在中国有传统的运动功法，如太极
拳、五禽戏、八段锦和易筋经等，也称健身气功，国内在对腰痛
的运动疗法研究中，功能锻炼是运动疗法的核心要义，生活质量
是评价运动疗效的有效指标之一。除了单一的运动疗法治疗腰痛
外，中医疗法也有许多热门研究致力于联合疗法，比如针刺疗法
结合运动疗法，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探索更加合理高效的联合
治疗方式。WoS英文关键词提示多学科综合康复是腰痛的运动
治疗的主要方针，里面涉及到的学科包括了康复、影像、心理和
病人教育等，疾病的康复涉及到方方面面只有多学科的协力合作
才能更好的解决疾病，这也是现代医学的中心思想。其中，影像
技术的高速发展如卷积神经网络和计算机深度学习，为腰痛诊断
和治疗提供了更好的介入手段。了解疾病本身才能更好的解决疾
病，国际研究者也注重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如腰痛在不同国家
或不同人群的患病率，与腰痛相关危险因素有哪些，其病因是什
么，产生的并发症或者危害有哪些？在了解疾病之后，有效的可
靠的治疗也是重要的因素，国际学者通过模型试验研究和各种评
价指标，探索不同的治疗方式以及对比不同治疗方式的临床效
益，包括了急性效益和慢性效益。疾病管理是国际研究者所一致
认可的慢性腰痛的有效康复手段，具有长久效益。由此可见，中
外研究热点内容和前沿方向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中文研究上更偏
重于实际的临床方案与病人的治疗效果，国际更偏重于对疾病本
身的探究与对治疗方式方案的探索与验证，并且注重多学科新技
术的引入，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全面。

4  结   论
　　本文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关于最近5年运动疗法治疗腰痛的
全球研究的计量分析，直观的展示了本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

势。总体上看，有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运动疗法治疗腰痛领域，
但研究的作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和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未
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文献研究。在研
究的热点和前沿上，中外差别较大，中国学者或可在研究内容上
拓宽方向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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