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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系统分析 国 内 外 心 脏 移 植 护 理 研 究 热 点 及 发 展 趋 势,为 我 国 心 脏 移 植 护 理 研 究 提 供 文 献 计 量 学 依 据。方法
 

以

PubMed和万方为来源数据库,纳入心脏移植护理相关文献,采用BICOMB
 

2.0书目共现分析系统软件进行高频关键词提取,构

建词篇矩阵,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绘制战略坐标图。结果
 

共检出心脏移植护理外文文献704篇、中文文献

226篇,共提取44个英文和16个中文高频主题词。根据文献年代分布分为1999~2009、2010~2019两个年度时间段,国外心脏

移植护理研究核心主题是“移植受者心理护理及生活质量研究”、“移植受者个性化护理”,国内为“心脏机械辅助装置护理”;国外

潜力研究主题是“婴幼儿心脏移植”、“移植随访”、“健康结局”,而“围术期护理”、“术后感染护理”在国内有一定发展潜力但总体不

够成熟。结论
 

心脏移植护理研究的总体方向是改善基于疗效的评估方法,构建个性化的管理模式,优化先进技术及设备的应用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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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移植术已成为终末期心脏病患者首选治疗

方式。截至2016年,全球已完成135
 

378例心脏移植

术,中国大陆地区心脏移植注册登记2
 

149例[1]。随

着环孢素问世及各类免疫抑制剂应用,心脏移植术后

生存时间明显延长,当前成人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为

10.7年[2]。心脏移植各医疗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的同

时心脏移植护理理论、实践和管理领域已取得一定进

展。本文 采 用 文 献 计 量 学 方 法,对 近 20 年 来 在

PubMed和万方数据库收录的心脏移植护理文献,采
用共词分析,绘制战略坐标图,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心

脏移植护理研究热点,以期反映心脏移植护理领域研

究概况,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采取自由词与主题词相结合的检索

策略,检索PubMed数据库及万方数据库,检索年限

为199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英文检索表

达式为:(“heart
 

transplant”
 

OR
 

“cardiac
 

transplant”
 

OR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OR
 

“[Mesh]heart
 

transplantation”)
 

AND
 

(Nursing);中文检索表达式

为:“心脏移植”AND“护理”。
1.2 方法

1.2.1 生成词篇矩阵和系统聚类分析 采用书目信

息数据挖掘系统2.0(Bibliographic
 

Item
 

Co-Occur-
rence

 

Matrix
 

Builder,BICOMB2.0)进行关键字段分

析,统计全部主题词+全部副主题词、年代、期刊、作
者等情况。采用希普夫定律推导公式计算[3],结合经

验判断得出最佳高频词阈值为中文9,英文26。选取

中文词频次数≥9次,英文词频次数≥26次的高频主

题词(中文16个、英文44个)进行矩阵分析,生成高

频词的词篇矩阵。利用统计软件SPSS22.0,输入高

频词的词篇矩阵,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状结

构图。
1.2.2 战略坐标 采用SPSS22.0的多维尺度分析

绘制战略坐标[4]。战略坐标中,各个小圆圈代表各高

频词所处的位置,圆圈距离越近,表明它们之间的关

系越紧密。影响力最大的关键词,距离战略坐标的中

心点越近。战略坐标图中,横坐标表示向心度,衡量

各主题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纵轴表示密度,表示某一

领域内部联系强度[5]。将每个二维空间的主题领域

划分为4个象限,落在四个象限中的词团,分别表示:
第1象限词团,密度和向心度都较高,密度高,词团内

部联系紧密,向心度高,说明该词团与其余各词团有

着广泛的联系,即该词团处于所有研究主题的核心;
第2象限词团处于边缘位置,但已受到关注,且被很

好的研究过;第3象限词团,密度和向心度都低,处于

整个研究领域的边缘,尚不成熟;第4象限词团,中心

度高,但密度低,说明该词团构成的主题领域也是核

心,但不成熟。
2 结果

2.1 心脏移植护理文献的年度分布 本研究共检出

近20年心脏移植护理外文文献704篇,中文文献226
篇。1968年,美 国 护 理 杂 志(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刊登了“心脏移植术后早期护理”文章,标志

着心脏移植护理领域研究的开始[6]。1970~1980年

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每年发文量最多为6篇;1981年

后随着环孢素成功应用,发文量逐年增长,平均每年

11.6篇;2013年人工心脏问世,国外文献发表量呈明

显上升趋势;国内发文量上升较为平缓,平均每年

11.3篇。国内外心脏移植护理相关发文量对比趋

势,见图1。
2.2 心脏移植护理文献的地域分布 作者国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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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不同国家/地区在心脏移植护理领域研究和实践

的 活 跃 程 度。美 国 发 文 数 量 占 国 际 论 文 总 量

69.74%(491篇),英 国 占13.63%(96 篇),丹 麦

2.41%(17篇)、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分别为15
篇,各占2.13%。我国作者发文位于第17位(2篇占

0.28%)。中文文献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16篇,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

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第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各11篇。

图1 国内外心脏移植护理相关发文量对比趋势图

2.3 高频主题词 高频主题词一定程度上反映心脏

移植护理研究的热点及发展方向。本研究将英文出

现频词≥26次、累计百分比38.20%的前44个主要

主题词+副主题作为高频主题词;将中文出现词频≥
9次、累计百分比39.60%的16个关键词作为高频主

题词。国内、外高频主题词排序分别见表1,表2。
表1 国内心脏移植护理文献关键词词频表

主题词   频次 累计百分比(%)

心脏移植 159 13.90
护理 96 22.29
原位心脏移植术 32 25.09
围术期护理 19 26.75
心脏移植术 18 28.32
患者 18 29.90
术后护理 14 31.12
终末期心脏病 13 32.26
体外膜肺氧合辅助 12 33.30
治疗 12 34.35
感染护理 11 35.31
方法 11 36.28
护理体会 11 37.24
报告 9 38.02
同种异体 9 38.81
生活质量 9 39.60

2.4 心脏移植护理文献的系统聚类分析 我国于

1978年完成首例心脏移植术,2000年后各中心相继

开展,2010年建立全国心脏移植注册系统。本文依

据1999~2009和2010~2019
 

2个时间段,梳理国内

外心脏移植护理发展与演进。①国外文献。1999~
2009年,检索出277篇文献,聚为4个类别:心脏移

表2 国外心脏移植护理研究文献主要

主题词+副主题词词频表

主题词 频次 累计百分比(%)

Humans 599 6.12
Male 340 9.59
Female 337 13.03
Middle

 

Aged 255 15.64
Adult 231 18.00
Aged 148 19.51
Risk

 

Factors 92 20.45
Treatment

 

Outcome 88 21.35
Heart

 

Transplantation/psychology 84 22.21
Heart

 

Transplantation 81 23.03
Heart

 

Failure/therapy 74 23.79
Quality

 

of
 

Life 72 24.52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s 71 25.25
Retrospective

 

Studies 67 25.93
Heart

 

Transplantation/nursing 66 26.61
Adolescent 59 27.21
Time

 

Factors 57 27.79
Patient

 

Selection 56 28.37
Child 55 28.93
Heart-Assist

 

Devices 54 29.48
Adaptation,Psychological 53 30.02
Heart

 

Transplantation/adverse
 

effects 51 30.54
Young

 

Adult 49 31.04
Waiting

 

Lists 47 31.52
Cross-Sectional

 

Studies 44 31.97
Nurse's

 

Role 40 32.38
Heart

 

Failure/surgery 39 32.78
United

 

States 38 33.17
Heart

 

Failure/psychology 37 33.54
Aged,80

 

and
 

over 37 33.92
Heart

 

Failure/nursing 34 34.27
Infant 33 34.61
Social

 

Support 33 34.94
Attitude

 

to
 

Health 32 35.27
Follow-Up

 

Studies 32 35.60
Prospective

 

Studies 30 35.90
Patient

 

Education
 

as
 

Topic 30 36.21
Prognosis 29 36.51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therapeutic
 

use 29 36.80
Qualitative

 

Research 29 37.10
Survival

 

Rate 29 37.40
Heart

 

Failure/diagnosis 28 37.68
Practice

 

Guidelines
 

as
 

Topic 27 37.96
Heart

 

Failure/physiopathology 26 38.22

植个体特征[7]、心脏移植受者心理状态及其生活质

量[8-9]、儿童及青少年移植护理[10]、护士角色及移植

全过程管理[11];2010~2019年,检索出427篇文献,
聚为3个类别:心脏移植个体特征[12-13]、心力衰竭治

疗及机械辅助装置应用[14]、移植受者生活质量[15]。
国外学者对心脏移植受者个体特征持续关注,从性别

到儿童、青少年、高龄心脏移植亚人群,探究其健康结

局的影响因素及心理适应状态等。②国内文献。
1999~2009年,检索出104篇文献,聚为3个类别:移
植并发症管理[16-17]、移植受者心理护理[18]、围术期护

理及生活质量研究[19]。移植术后受者需服用免疫抑

制剂及糖皮质激素,免疫功能严重受损,感染的预防

及监护是护理的重点。文献以护理经验、个案报告为

主[20],有1篇文章关注术后感染循证护理实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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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年,共检索出122篇文献。相比2009年

前研究,移植全过程护理研究重点从护理流程经验分

享,转移到关注心脏机械辅助设备的护理配合,如体

外膜肺氧合(ECMO)、连续性肾脏代谢治疗(CRRT)
护理[21]、感染及并发症管理等[22]。另一研究热点仍

集中于移植手术管理,为保证手术质量及患者安全,
文献关注心脏移植术式、供心保护、环境及物品准备、
器械护士配合方法等,也有文献关注边缘供心使用及

护理[23]。
2.5 心脏移植护理文献的战略坐标图及研究主题 
战略图见图2、图3。研究主题:①核心研究主题。图

2第1象限中,“移植受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和
“移植受者个体特征”2个主题,是国外心脏移植护理

研究成熟的核心主题。图3中国内心脏移植护理文

献核心主题是“心脏机械辅助装置护理”,不过离原点

距离较远,提示关注度有待提高。②独立研究主题。
图2第2象限中,国外“护士角色及移植全过程管理”
研究十分活跃,但领域类的知识组成并不稳定,有向

其他主题分解的趋势,属于独立研究主题。图3所

示,国内独立研究主题是“心脏移植手术个案护理”。
③边缘研究主题。第3象限中,国外“心脏机械辅助

装置应用”、“心衰治疗”、“实践指南”主题目前受关注

程度不高,有待未来进一步加强。图3所示,国内边

缘研究主题是“心脏移植术治疗”、“移植患者生活质

量”。④潜力研究主题。图2第4象限中,国外“婴幼

儿心脏移植”、“移植随访”、“健康结局”等主题发展不

够成熟,未形成学科热点,但与其他主题联系紧密,在
研究领域中表现活跃,是未来较为重视的主题。图3
所示,国内潜力研究主题是“围术期护理”、“术后感

染”。

图2 国外近20年心脏移植护理文献的战略坐标图

3 讨论

3.1 心脏移植护理的研究现况 本研究中,从发文

量分析,近20年国外心脏移植护理相关研究呈持续

增长趋势,与之相比,国内相关研究数量少且增长平

缓,提示广大研究者及临床护理人员,应增加对心脏

移植人群的关注;从研究内容分析,国内外研究主题

类似,但国外更为细化、深入,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

缺少对于护理人员在心脏移植受者管理中角色与作

用的探讨,更加注重护理配合,可能与国内外临床环

境、医护比例及护士素质等原因相关,提示未来研究

者可基于我国实际,探讨我国护士在临床实践中的角

色与作用。

图3 国内近20年心脏移植护理文献的战略坐标图

3.2 国外心脏移植领域护理研究热点 心脏移植护

理个体特征研究,关注婴幼儿、青少年、高龄老年移植

受者的护理,属于核心研究主题。1985年Bailey医

生完成首例新生儿心脏移植,目前每年儿童心脏移植

超过500例,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24]。儿童心脏移

植因供体心稀缺、儿童用药的特殊性,以及长时间社

会隔离对儿童心理造成影响等原因,国外学者认为需

要构建儿童心脏移植特征性管理模式[10,25]。研究发

现17~24岁属于心脏移植高病死率年龄窗[26],此阶

段更容易出现感染、排斥等并发症。与青少年移植受

者相比处于此阶段的移植受者需要承担更多自我照

顾责任并开始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同时经历求职、婚
恋等身份的转变,而与中老年移植受者相比,还未取

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也相对不稳定,会体验

更多不确定感[27]。关于老年移植受者的研究也成为

研究热点,既往认为高龄老年移植受者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高,术后生存时间短,但多中心研究表明适当选

择和严格随访老年受者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存活率

及生存质量,老年患者不应仅因为年龄而被拒绝移

植[8,12]。移植受者精神心理研究是国内外心脏移植

护理领域研究核心研究主题。聚类分析对比,国外研

究从关注移植受者心理适应、健康态度及生活质量,
逐渐转向对精神心理问题原因及解决方式的探究。
访谈发现,移植受者术后初期会出现自我概念混乱、
对供体死亡产生负罪感与内疚、对供体家庭产生感恩

外,还会产生对新心脏排斥以及对自己原有心脏结局

的担心[9,28];逐渐接受移植心脏后,会产生对自我预

期寿命、生存质量、检查结果及自我管理能力等的不

确定感,从而造成困扰。调查显示有88%的移植受

者存在移植相关的心理困扰[29]。对131例心脏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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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调查中,有30%感到巨大压力,近一半受访者出

现抑郁症状,表现为易怒、躁动、行为倒退及要求行为

为主[29]。有学者认为心脏移植前心理状况是移植受

者评估及筛选指标[30-31]。
  移植全过程管理中护士角色的探讨属于国外学

者研究较为成熟的主题,包括从移植前受者筛选、治
疗、术前准备到移植术中护理、术后监测、健康教育、
出院随访,护理人员应该作为心脏移植全过程管理

者[32]。由于心脏移植涉及到外科、内科、药剂科、康
复科等多学科合作,也有学者认为护士作为最熟悉患

者情况的医务人员应该成为整个移植团队的协调管

理者[33]。2009年美国护士会联合国际移植协会共同

发布一份移植护理实践规范声明[34],界定了移植护

理工作范围,不同层次护士工作模式,不同等级护理

人员教育背景要求及考核体系等,例如心脏移植专科

护士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心脏移植护理协调员应

具有2年以上移植工作经历。
心脏辅助装置应用及护理的研究,位于第3象

限,属于边缘位置,关注程度不够。随着科技进步,主
动脉球囊反搏、体外膜肺氧合、心室辅助装置被越来

越多地应用在心脏移植受者的支持辅助中[35]。心室

辅助装置是一种机械心脏泵,可为心室功能障碍的患

者提供循环支持,维持终末期心脏病患者的血流动力

学稳定并且逆转由于心力衰竭导致的器官功能障

碍[36]。有研究显示大约70%的移植等待期患者存活

率与心脏辅助装置的应用有关[36]。良好的护理配合

不仅保证等待期患者的存活率更可以改善患者在此

类辅助设备应用过程中的生活质量及降低装置相关

并发症的发生风险[37]。国外护理学家除关注机械辅

助装置并发症预防、监测及护理外,对于改善患者的

应用体验、尽快实现患者的自我护理也极为重视。同

时由于心室辅助装置影响患者的生活,如造成身体形

态、睡眠形态等改变,对患者生理心理产生一定压力,
国外护理人员也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应对方式等进行

广泛探讨。
3.3 国内心脏移植护理领域研究热点 与国外学者

关注心脏移植全过程相比,国内护理研究更着眼临床

实践,体外膜肺氧合作为心脏移植辅助技术处于核心

主题,相比其他护理主题,相对成熟。我国本世纪初

期机械辅助装置(如体外膜肺氧合及心室辅助装置)
开始在各中心进行尝试[38]。2010年吴荣等[22]总结

心脏移植术后应用体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疗的护理经

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既可作为减轻等待心脏移

植的心脏病患者心脏前后负荷,改善其心肾功能的有

效治疗手段,也可以作为心脏移植术后处理急性肾衰

竭的有效方法,由于其可以保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

定,对渗透压影响,更符合生理状态,是心脏移植后肾

支持的最佳选择。围术期护理,特别是术后感染研

究,虽始终处于研究热点,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一定程

度的进步空间,仍可能成为国内未来护理研究重点。
国内护理研究也重视移植受者各阶段心理变化

观察、移植受者心理干预研究、移植受者生活质量及

疾病管理体验。但不论从文章的数量或质量分析,国
内相关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特别是对于生

活质量、症状经历以及心理问题的研究,以量性研究

为主[39-40]。但因研究工具多为国外学者设计,较少涉

及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心脏移植相关问题的思考,
因此未来研究可采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索中

国人群心脏移植受者症状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应对方

式的特殊性。
4 小结

本研究采用高频词共词分析、系统聚类分析并结

合战略坐标图,通过在坐标轴中绘制心脏移植护理领

域近20年研究热点的基本框架,描述研究领域内部

联系情况和领域间相互影响情况。选用高频词进行

共词分析,由于文献高频词为作者自主标定,缺乏规

范化,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41]。另外,心
脏移植护理主题的向心度和密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以
时间段为纵向考察范围,有助于分析研究主题演化情

况,探究主题变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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