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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的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主题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国内２
型糖尿病健康教育研究领域分布、合作团队、研究内容和热点，全面展示我国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合作研
究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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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高达１１４４亿，居全球首

位，其中２型糖尿病占９５％，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

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高效干预和强化自我管

理是控制糖尿病的关键。本文梳理了我国２型糖尿

病健康教育研究领域成果，以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形

式展现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２型糖尿
病健康教育研究和中文文本分析提供有益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等可视化软
件［１－２］，旨在了解我国糖尿病健康教育研究基础和

发展历程，可视化展示研究热点和前沿，从而探索

我国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管理信息全景。国外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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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热点和前沿研究已较为成熟，但由于中文数

据库 （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无法导出参考文

献，无法进行中文文本的热点和前沿研究。鉴于

此，本文尝试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ＳＣＤ）进行文本研究。搜
索ＣＳＣＤ，检索主题设置为：教育ＯＲ科普 ＯＲ宣教
ＯＲ知识 ＯＲ自我管理 ＯＲ教育干预 ＡＮＤ糖尿病
ＡＮＤ２型 ＮｏｔｍｅｔａＮｏｔ系统评价 Ｎｏｔ综述。发文时
间无限制，文献类型限定为文献，将上述文献数据

导出成全纪录与引用参考文献和纯文本格式，共获

得数据５０２条。去除会议、糖尿病教育程度、综述
等无关论文，将４９６条检索文本题录信息下载并保
存为文本格式。

３　结果

３１　时间分布

从发文量看，我国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研究整
体呈增长趋势，见图１。２０１７年以后有所下降但仍
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近两年我国２型糖尿病健康教
育研究领域的关注已趋于稳定，此时需要对以往研

究进行总结探讨，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准备。从

图１可见发文量大致可分为３个时期，第１阶段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最早的糖尿病健康教育研究源于
１９９９年李成乔的 “糖尿病健康教育对２型糖尿病患
者糖代谢的干预”，此阶段发文量基本为个位数；

第２阶段是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平均发文量在１０篇左
右；第３阶段为２００９年至今，发文量呈几何级数增
长，２０１３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糖尿病多学科交叉研究
受到学界普遍关注。

图１　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管理文献分布

３２　作者分布

３２１　高频作者　４９６篇文献中发文量超过５篇

的高频作者分别是袁丽 １４篇，孙子林 １２篇，赵

芳９篇，郭晓蕙、楼青青、黄金、ＳｈａｎｅＴｈｏｍａｓ各

８篇，沈黎、张拓红、杨辉、ＣｏｌｅｔｔｅＢｒｏｗｎｉｎｇ各 ７

篇，赵秀君 ６篇，周莹霞、陆骆、李志新、贾伟

平、王艳各５篇。其中四川华西大学医院袁丽从

糖尿病患者有效自我管理教育与支持对自我管理

行为的改变闭环、糖尿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慢性病分级管理

流程构建等方面发表论文，在糖尿病自我管理研

究领域具有一定研究基础，是糖尿病护理方面的

权威。

３２２　合作作者　合作作者网络，见图２。选择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中科技合作网络和作者，完整计数，最

少作者发表的论文数 ＝３，获得９３个作者，１８个项

目，５个聚类，６１个链接，总链接强度１７５，网络

视图显示主要分为５大团队。团队１为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内分泌科郭晓蕙［３］、楼青青等，开展从２型

糖尿病健康教育自我管理处方专家共识 （２０１７年

版）到医保对糖尿病影响的效用研究。团队２为中

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赵芳、刘宇等，开展从糖尿病

足自我管理教育研究到移动医疗管理的评估。团队

３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张明霞、杨小玲等，

开展从饮食教育到健康教育相关性的研究。团队４

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孙子林、鞠昌萍

等，开展从糖尿病培训网络到患者依从性的研究。

团队５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袁丽、熊真真

等，开展糖尿病自我管理研究。从网络视图显示郭

晓蕙、楼青青、孙子林等处于整个健康教育网络的

中心位置，说明我国２型糖尿病多学科交叉研究正

在深入开展；赵芳、沈黎、张明霞、袁丽、邢秋

玲、纪立农处于健康教育网络较近的位置，说明我

国移动医疗管理到饮食教育正在兴起，有待发展；

刘宇、熊真真、杨静、鞠昌萍、刘莉莉、韩晶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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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偏远位置，说明从糖尿病足管理到健康教育网

络构建以及从社区联动到糖尿病自我行为改变的健

康教育研究亟待加强。

图２　合作作者网络

４　研究内容

４１　关键词分布

４１１　高频词　选择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共现分析和作者

关键词，最少关键词数 ＝５７６０个关键词，４２个阈

值，获得４２个关键词，最小聚类尺寸＝３，获得４２

个项目，７个聚类，２１２个链接，总链接强度８５１。

部分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高频词分布，见表１。主

要集中在血糖控制、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焦

虑、糖尿病患者、代谢综合征和饮食习惯 ７大类

研究。

表１　我国２型糖尿病健康

教育高频词分布 （＞５个）（部分）

关键词 频数 关键词 频数 关键词 频数

２型糖尿病 ４３８ 糖化血红蛋白 １４ 自我效能 １０

健康教育 ８１ 糖尿病患者 １４ 患病率 １０

自我管理 ８０ 效果评价 １４ 代谢综合征 １０

血糖控制 ４２ 社区卫生服务 １４ 抑郁 ９

危险因素 ３４ 并发症 １３ 护理 ９

老年人 ３３ 糖尿病教育 １２ 低血糖 ９

生存质量 ２５ 慢性病管理 １１ 胰岛素 ８

社区干预 ２４ 糖尿病足 １１ 高血压 ８

４１２　关键词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关键词时间序列网络，
见图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４。采用
关键词和 ｇ－指数，Ｋ＝５，获得节点 ＝１３８，Ｅ＝
１３８，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１４６，Ｑ＝０６９６９，ＭｅａｎＳ＝
０４０５９，糖尿病健康教育高频词 （Ｋ＞５个）分布
主要集中在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自我管理、危
险因素、血糖控制、老年人、生存质量、社区干

预、代谢综合征、低血糖。可概括为血糖控制、健

康教育、慢性病管理、并发症、危险因素、代谢综

合征和饮食习惯７大类研究。其中血糖控制通过个
体化健康教育对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评价展开研究；

健康教育是以授权理论和群组管理模式开展对社区老

年糖尿病患者的影响研究；慢性病管理注重糖尿病前

期以及抑郁的研究；并发症是从代谢综合征患者社区

干预的风险因素和生活质量展开研究；代谢综合征从

心血管危险因素和肥胖相关的家系研究展开探索研

究；饮食习惯基于态度－社会影响－自我效能模型探
讨糖尿病健康饮食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图３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关键词时间序列网络

图４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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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研究热点

４２１　概述　采用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和ｇ－指数，Ｋ＝１０，
获得２７２个节点，Ｅ＝１１０６，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３，Ｑ＝
０６５０７，ＭｅａｎＳ＝０５７３９，一般 Ｑ＞０４，ＭｅａｎＳ
＞０４，说明聚类研究效果好。研究热点分类，见
图５。主要集中在分级诊疗、自我护理、代谢综合
征、团队授权教育、数据库管理系统、老年人、食

物交换份法、快乐生活俱乐部８大类。研究热点的
突变文献集中在分级诊疗，以徐瑜等发表的 “中国

成年人预测和控制的影响因素分析”为标志［３］，通

过中国疾控中心与瑞金医院于２０１０年开展的中国
慢病监测暨糖尿病专题展开研究［４］；自我护理是以

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等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的

“中国２型糖尿病预测研究”［５］ 为标志，通过对中
国糖尿病流行病情况分析展开对糖尿病及其前期患

病率的研究，是国内２０则重大医学新闻之一，也
是我国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中最具影响的论文之
一，引用达４２篇；食物交换份法通过饮食计算法，
以Ｂｏｄ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Ｔ提出的社区慢性病自我管理模式
进行糖尿病饮食计算［６］；快乐生活俱乐部则从王瞡

璇根据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提出糖尿病自我管

理行为改变的影响而展开研究。

图５　研究热点分类

４２２　分级诊疗　关注糖尿病轻度视力损伤的患

病率及影响因素，汉化糖尿病管理自我效能的信效

度评价，糖尿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慢性病分级管理流程构建，

社区糖尿病互动干预模式管理以及深圳糖尿病分级

诊疗实践的 “深圳专家共识”等，促进糖尿病社区

适宜技术发展，同质化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实现糖

尿病医疗可达性，作为糖尿病分级诊疗总原则。同

时加强高龄、女性、低学历、长病程等糖尿病患者

视力损害研究。潜在研究集中在基于社区糖尿病同

伴教育培训、中药玉泉丸对糖尿病肾病炎症因子分

子水平、核磁共振多体素检测高血压患者双侧额叶

灰质和顶叶白质代谢物比值、Ｎ－乙酰天冬氨酸

（ＮＡＡ）／肌酸 （Ｃｒ）水平等方面。

４２３　自我护理　关注家属同步教育对改善老年

糖尿病抑郁的评定，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的糖代

谢，生活质量、医疗费用等研究。潜在研究集中在

建立糖尿病达标管理数据库的血糖规范管理，儿童

和青少年糖尿病管理等。

４２４　代谢综合征　关注汉化糖尿病管理自我效

能的信效度评价，比较２００５年 ＡＴＰⅢ、ＩＤＦ、ＣＤＳ

和２００７年ＪＣＤＣＧ、ＭＳ标准，研究２型糖尿病家系

一级亲人群患病率与肥胖关系［７］；构建标准疾病患

病率，建立预测ＣＶＤ和Ｔ２ＤＭ患病率和风险评价标

准。潜在研究发现老年糖尿病前期是居民代谢综合

征的高风险因素，建议社区开展综合防控以及老年

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健康教育，中药降糖补肾方

对糖尿病肾病的糖代谢、胰岛素、ＩＬ－６、ＴＮＦ－α、

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胰岛素敏感指数 （ＩＳＩ）的调

节作用，２型糖尿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干预策略等。

４２５　团队授权教育　关注心理咨询和糖尿病健

康教育干预模式和系统性自我管理教育模式研究。

潜在研究集中在糖尿病自我管理与视网膜病变的关

系，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建立有助于转变患

者健康信念，２型糖尿病患者达标率及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长病程、胰岛素使用、男性、低学历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关，饮食依从性差和缺乏锻

炼会增加糖尿病患者危险因素等。

４２６　数据库管理系统　关注策划 －实施 －检查

－改进 （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ｉｏｎ，ＰＤＣＡ）与全

程健康教育形式对糖尿病并发症的健康教育评

价［８］，中药芪药消渴胶囊对糖尿病前期的疗效分

析，系统性自我管理教育以及短程糖尿病强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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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和作用。潜在研究集中在特质焦虑量表

（ＴＡＩ）、纽芬兰纪念大学主观幸福感量表 （ＭＵＮ
ＳＨ）对糖尿病焦虑患者的评价，糖尿病运动疗法影
响以及随访数据库管理。

４２７　老年人　关注糖尿病前期家族饮食结构调
查、糖尿病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潜在研究为不同自

我管理水平对糖尿病注意偏向分析等，因此建议通

过心理咨询 ＋治疗 ＋家属教育 ＋多模式交叉的健康
教育模式开展糖尿病及其前期研究，特别是提高老

年人健康教育水平。

４２８　食物交换份法　研究热点与 “老年人”一

致，潜在研究为实施自我管理教育对糖尿病健康信

念等的影响，健康教育可降低老年糖尿病患者肺部

感染率以及个体化健康教育对糖尿病自我管理的影

响等。

４２９　快乐生活俱乐部　关注体力劳动者、高血
压患者、２型糖尿病家族史、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
激活受体基因多态性 （ＰＰＡＲα）会增加代谢综合征
发生率。潜在研究为通过 ＧＩ膳食教育和食物交换
份法促进糖尿病患者血生化指标改善，糖尿病饮食

依从性与糖代谢关系等。

５　结语

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是在精细化分工和多学科
协作基础上的个体化、精准化转变，充分重视营养

和运动处方化管理以及行为干预和生活方式改变的

个体化执行。我国２型糖尿病健康教育研究基于教
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和临床医学等多学

科融合开展，有效利用糖尿病自我管理理论、原

理、方法和模型，更好地为糖尿病临床医学服务，

目前ＤＳＭＥ／Ｓ研究正在逐步完善，但基于信息化的
糖尿病健康教育管理和基于地理空间的糖尿病健康

教育有待深入，围绕 ＡＩ的糖尿病健康教育智慧监
控、早期预警和随访数据库架构有待发展。此外应

加强对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肾病炎症因子、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随访数据库构建、糖尿病管理团队、

糖尿病适宜技术、牙周炎、糖尿病自我效能管理等

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参考

文献，尝试用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方法和社会网路分

析方法，提出一种综合研究文献计量的方法，希望

这种方法可以为学界相关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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