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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的国内外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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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人工智能护理研究的现状、热点和趋势，为我国临床护理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提供

方向和参考。方法  统计分析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自建库 2014 年 7 月 10 日至 2024 年 7 月 9 日发表的关于人工

智能技术相关研究的中 ( 英 ) 文献进行检索，运用 CiteSpace6.3.R3 软件对发文量、文献的作者、机构和关键词进行可视化

比较分析。结果  共纳入中文文献 329 篇，英文文献 317 篇，分析发现：①人工智能护理技术研究近几年发文量呈逐年上升

趋势；②国内人工智能护理技术研究多为独立个体，国外则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③国内人工智能护理技术研究热

点较多为疾病风险的预测与评估护理决策的科学化研究、护理信息的智能处理与利用、护理机器人的创新研发与临床应用、

护理机器人的应用对护理流程的优化与改善。国外人工智能护理技术研究热点较多为预测疾病风险的前沿探索、决策支持

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护理管理的策略与创新、护理信息的优化处理与分析、护理诊断的精确性与改进。④人工智能技术

在护理领域最前沿、最热门的分支之一。结论 今后的人工智能护理技术研究应加强跨学科和国际间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技

术在护理领域的应用范围，提供更多高质量证据。

关键词：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人工智能；护理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为护理行业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护理信息化的全面推广和应用，已经深入到了

临床护理和护理管理的各个领域。这不仅能够显著提高临床

护理的工作效率和品质，还能推动管理方式的创新，加强护

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一步促进护理管理走向现

代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的道路。换言之，信息技术的应用使

得护理行业在管理和服务上更加高效、精准和科学 [1-3]。人

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

的应用日益广泛，特别是在护理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为护理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其在护理领域的应用中包

含了智能辅助诊断、机器人护理应用、虚拟护理指导、决策

支持系统等。Cite Space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科学文献分析工

具，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博

士与大连理工大学的 WISE 实验室联合开发 [4]。故本文采用

Cite Space 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人工智能护理效果

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为我国研究者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前沿提供参考，推动人工智能在护理领域的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使用了“人工智能”、“计

算智能”、“机器智能”、“机器学习”、“智慧机器”、“深

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护理” ”题目以及“护士”

等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数据来源包括 SCI、EI、北大核心、

CSSCI 和 CSCD。共检索出 5308 篇文献。通过对和摘要的筛

选，排除了以下类型的文献：①数据或信息不完整；②重复

发表；③与人工智能护理研究相关性。最终筛选出 329 篇有

效文献进行分析。英文文献则通过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进行检索，主题为“人工智能”和“护理”，语言为英语，

共获取 317 篇原始文献。按照与中文文献相同的筛选标准，

最终获得 200 篇有效文献。检索时间范围为 2014 年 7 月 10

日至 2024 年 7 月 9 日。

1.2 研究方法

采用 Cite space 6.3R1 进行可视化分析 , 通过对合作作者、

发文机构、国家、被引文献、关键词等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发文数量趋势分析

某领域论文发表时间的分布特点直接映照了其发展的

节奏和阶段性的研究焦点，同时也揭示了该领域研究主题随

时间逐渐演进的动态轨迹 [5]。通过 Cite space 对国内外人工

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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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发文数量量趋势图

从发文时间看，在过去十年中，国内关于人工智能护

理的研究文献发表时间普遍早于国外。从发文数量的趋势来

看，国内的文献数量总体上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在

2014 至 2017 年，国内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减少；而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文献数量急剧上升，并在 2023 年达到了

85 篇的高峰；2024 年则出现了下降趋势。国外文献的数量

变化幅度较小。2018 年至 2020 年间出现上升；在 2021 至

2023 年，发文量大幅增长，并在 2023 年达到了 46 篇的最

高点；2024 年后，发文量在波动中有所减少。

2.2 合作作者与发文机构分析 

某段时间内的发文数量可以作为衡量作者在该段时

间内对某一领域持续关注度和投入程度的重要指标 [6]。为

了深入分析作者与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合作网络进行了联合分析。结果显示，中文文

献的作者与发文机构共图谱包含 263 个节点和 361 条连线，

密度为 0.0105；而英文文献的图谱则包含 238 个节点和 685

条连线，密度为 0.0243。虽然英文文献的节点数量少于中文

文献，但其连线数量和网络密度均相同。

在中文文献中 , 国内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发文机构具

影响力的机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发表 5 篇文章。从核心作者来看，发文量最高的核心作者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霄英，共 9 篇，主要研究国内人工智

能在临床工作的实施现状与效果评价 [7-9]。

在英文文献中 , 国外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发文机构具

影响力的机构是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of Florida，发表 8 篇

文章。从核心作者来看，发文量最高的核心作者是 O’connor, 

Siobhan，共 20 篇，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在护理管理的横断面

研究 [10-11]。

表 1		中英文文献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前 15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统计

CNKI WOS

排名 频率 中心性 关键词 频率 中心性 关键词

1 181 0.97 人工智能 105 0.7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112 0.25 深度学习 19 0.12 machine learning

3 59 0.19 机器学习 18 0.39 care

4 47 0.2 综述 13 0.05 nursing education

5 42 0.18 护理 11 0.1 health

6 38 0.03 影像组学 9 0.1 big data

7 33 0.35 机器人 8 0.09 management

8 13 0.05 医学影像 7 0.03 deep learning

9 9 0 诊断 6 0.06 challenges

10 9 0 乳腺肿瘤 6 0.04 health care

11 9 0.04 护理管理 6 0.1 impact

12 8 0 乳腺癌 6 0.08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13 8 0.01 老年人 6 0.05 nurses

14 8 0.01 综述文献 5 0.05 education

15 6 0.07 大数据 5 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3 关键词比较分析

2.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连接文章内容与读者理解、以及揭示研究领

域动态和趋势的重要桥梁，也是准确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12]。本文通过 CiteSpace 分析了 CNKI 中人工智能相关研究

的关键词，生成了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 2。从高频关键词来

看，中文文献中排名靠前的五个关键词是：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机器学习、综述和护理。英文文献频次前五位的包括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machine learning（机

器学习）、 care（护理）、nursing education（护理教育）、

health（健康）。中英文人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关键词频

次排名前 15 位信息见表 1。

2.3.2 关键词聚类比较分析 

聚类分析是文献数据中的关键词按照某种规则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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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或分组，从大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以便人工智

能护理相关研究进入更深入和全面的分析。CNKI 的模块聚

类 Q 为 0.8516（>0.3），聚类平均轮廓值 S 为 0.9617（>0.7）。

Web of science 的模块聚类 Q 为 0.7891（>0.3），说 S 为 0.9299

（>0.7）。说明此次聚类高效率且具有说服力 [13]。

CNKI 中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 12 个关键词聚类共现

见图 2，包括 #0 人工智能、#1 护理、#2 机器学习、#3 机器人、

#4 综述、#5 影像组学、#6 深度学习、#7 手术室、#8 医学影像、

#9 评估工具、#10 综述文献、#11 大数据，主要分为人工智

能护理在概念、开发与应用和构建等 3 个方面。

图 2		中文文献人工智能护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Web of science 中 人 工 智 能 护 理 相 关 研 究 14 个 关 键

词 聚 类 共 现 见 图 3， 包 括 #0 人 工 智 能 ( 人 工 智 能 )、#1 

deep learing( 深 度 学 习 ) 、#2 education( 教 育 )、#3 nursing 

regulation ( 护 理 法 规 )、#4 nurses( 护 士 )、#5 clinical 

facilltators( 临 床 促 进 者 )、#6 data angalytics( 数 据 )、#7 

infection surveillance (( 感染监测 )、#8 pediatric nursing( 儿科

护理 )、#9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随机对照试验 )、#10 

community care( 社区关怀 )、#11 outcome prediction( 结果预测 )、

#12nursing care ( 护 理 )、#13social care professionals( 社 区 护

理专业人员 )，主要分为人工智能护理在管理、教育和决策

等 3 个方面。

图 3		英文文献人工智能护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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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是指关键词突然在一段时间内被频繁的使

用情况，可以反映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14]。图 4 呈

现了前 11 位的突现关键词，CNKI 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突

现关键词乳腺癌患者护理。Web of science 人工智能护理相

关研究突现关键词 medicine（药品 ）管理。

图 4		中英文文献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关键词突现检测前 11位

3	讨论

3.1 人工智能护理研究现状

3.1.1 发文量趋势分析 

本文纳入了 329 篇中文文献和 317 篇关于人工智能护理

的研究的英文文献。近十年内，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中

文文献每年有 2 篇，而中文文献在此期间未有相关发文。该

表明，人工智能在护理领域的发展起步较晚，且国内的研究

相比国外开始得更早。秦岚学者 [16] 研究表明是因为技术成

熟度不足、跨学科合作的难度以及护理领域对新技术接纳的

延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17 年到 2023 年中英发

文量逐步上升，中文文献比英文文献增长幅度快。这可能表

明，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更加活跃，技术发展和应用也更加

迅速。同时反映出中国护理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关注

和积极投入。2024 年以来，中英文文献的传播量均出现下

降趋势。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人工智能护理研究遇到了发展瓶

颈。如我国培养的高级护理人才流失，制约了人工智能护理

学科的发展。这和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李卡 [15] 以及山西

医科大学汤艳 [17] 等人研究相一致。

3.1.2 核心作者与发文机构

在中文文献中 , 国内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发文机构主

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但从核心

作者来看，发文量最高的核心作者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

王霄英。核心作者和机构的合作关系主要集中在各自的团

队内部，团队间的合作较少，这可能与作者们在人工智能

护理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不同有关。在英文文献中 , 国外人工

智能护理相关研究发文机构主要为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of 

Florida（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以及核心作者 Volker Vallon 和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北卡罗来纳大学教

堂山分校）的 O’connor, Siobhan 等人，他们有着紧密合作

关系。这说明他们不光光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护理实践中的

应用，还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跨行业的研究。

3.2 人工智能护理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从关键词共现分析除了人工智能、学习两个关键词为

共同词，中文出现最高关键词还有综述、护理，英文出现最

高的是教育、健康。从关键词聚类分析来看，中文研究主要

关注是概念、开发与应用和构建，其综述偏多。如 ChatGPT

在护理学专业理论教学中的应用前景 [22]、人工智能延续护

理平台的构建及在脑卒中病人中的应用研究 [21] 等。英文研

究主要关注是在护理管理、护理教育、护理决策、护理伦

理中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在住院患者压力性损伤的营养护

理 [18]、人工智能医学伦理的研究进展 [19]、新职工对人工智

能的认知、问题和挑战 [20] 等。如上所说中文和英文在人工

智能护理领域的研究各有侧重和特色，跨国合作可推动了该

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从关键词突现分析来看从关键词突现分

析来看，中文研究关键词乳腺癌患者护理。英文研究突现关

键词 medicine（药品 ）管理。中文研究更侧重于疾病护理，

而英文研究则更关注药品管理等更广泛的医疗管理问题。

4	小结

人工智能在护理领域的发展尚处于瓶颈期，蕴藏着巨

大的扩展潜力和无尽的可能性。随着科研实力的日益增强和

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护理技术应加强跨学科和国际间

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护理领域的应用范围，提供更多

高质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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