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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实施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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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国内外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实施相关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相关

文献记录,使用CiteSpace6.3.R1软件对纳入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中文文献194篇,英文文

献2
 

437篇。国内外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实施相关研究发文量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国际上作者和机构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紧密,国
内相关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相对分散,跨地区合作较少,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国内实施相关研究频次排名前5位的关键词分

别是生前预嘱、综述、安宁疗护、质性研究、预先指示,国外分别是advance
 

care
 

planning(预立医疗照护计划)、palliative
 

care(安宁

疗护)、end(末期)、outcome(结局)、intervention(干预)。结论
 

国内外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实施相关研究集中在干预人群、实施方

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未来研究可开发符合我国传统文化观和价值观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实践模式,加强社区和家庭的参与,鼓励

开展学术机构和临床实践合作,促进和完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实施相关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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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
 

care
 

plan-
ning

 

(ACP)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Methods
 

Relevant
 

literature
 

records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The
 

CiteSpace
 

6.3.R1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other
 

elements
 

included
 

in
 

the
 

literature.Results
 

A
 

total
 

of
 

194
 

Chinese
 

articles
 

and
 

2,437
 

English
 

articles
 

were
 

included.The
 

volume
 

of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
 

care
 

planning
 

has
 

shown
 

a
 

gradual
 

increase.Internationally,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mong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re
 

more
 

tightly
 

knit,
 

while
 

do-
mestic

 

collaborations
 

are
 

relatively
 

dispersed,
 

with
 

fewer
 

inter-regional
 

partnerships
 

and
 

a
 

need
 

for
 

enhancement
 

of
 

academic
 

inf-
luence.The

 

top
 

five
 

keywords
 

related
 

to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ncluded
 

advance
 

directives,
 

reviews,
 

palliative
 

care,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pre-authorization,
 

while
 

internationally,
 

they
 

were
 

advance
 

care
 

planning,
 

palliative
 

care,
 

end-of-life,
 

out-
come,

 

and
 

intervention.Conclusion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
 

care
 

planning,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
ly,

 

primarily
 

focuses
 

on
 

intervention
 

population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research
 

contents.Future
 

research
 

could
 

develop
 

ACP
 

practice
 

models
 

that
 

align
 

with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nd
 

strengthen
 

community
 

and
 

family
 

involvement.There
 

is
 

a
 

need
 

to
 

encourag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to
 

promote
 

and
 

refine
 

research
 

on
 

ACP
 

imple-
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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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是个体在意识清楚并具有行为决策能力时,理
解和分享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生活目标和未来医疗照

护偏好的过程[1]。其目标在于帮助患者获得符合个

人价值观、目标和照护偏好的医疗服务。ACP的实

施可以尊重患者的医疗决策自主权,提高照护质量,

减少医疗成本,减轻家属负担,并促进医患之间的有

效沟通[2-3]。然而我国ACP的实施仍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着传统观念冲突、公众认知不高、法律支持缺乏

和专业教育不足等挑战[4]。为了解ACP实施的研究

动态,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ACP实施

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深入挖掘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发展趋势,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与筛选 检索中国知网与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时限为2014年1月至

2024年5月。中文检索式为:主题=(预立医疗照护

计划OR预立医疗指示 OR预先指示 OR预前照护

计划OR生前预嘱)AND主题=(干预 OR应用 OR
实践OR实施);英文检索式为:TS=("advanc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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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OR
 

"advance
 

directives")AND
 

TS=("in-
tervention")。文献纳入标准:①与ACP实施有关的

文献;②文献来源为期刊论文或学位论文。排除标

准:述评、会议论文、摘要、信函、书籍章节及新闻等文

献类型及与研究主题无关文献。检索出中文文献

240篇,英文文献3
 

235篇,利用NoteExpress软件筛

选并移除重复或相同的文献,再由2名研究者分别独

立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主题相关性筛选,对于观

点存在分歧的文献,共同讨论决定是否纳入。最终纳

入中文文献194篇,英文文献2
 

437篇。
1.2 数据处理方法 使用CiteSpace6.3.R1软件对

纳入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参数设置:时间跨度为

2014-2024年,分析时间切片为1年;阈值参数设定

G-index为25;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作者(au-
tho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修剪选

项(pruning)选择寻径网络(pathfinder)和修剪切片

网络选项,其余参数为默认设置。

2 结果

2.1 ACP实施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中英文ACP实

施相关发文量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见图1。英文文

献近10年来年发文量均处于较高水平(>100篇),
且呈现增长趋势。中文文献2019年之后发文量逐渐

增加,2021年达到最高发文量39篇。

图1 国内外ACP实施相关研究发文量

2.2 发文作者和机构及其合作网络

2.2.1 作者 国内 ACP实施相关研究发文量前3
位的作者分别是邓仁丽(9篇)、陈柳柳(5篇)、王守碧

(5篇),作者和团队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分散。国外

ACP实施相关研究发文量第1位的作者为Sudore
 

R
 

L,发文量为29篇,形成了以Sudore
 

R
 

L、Deliens
 

L、
Levi

 

B
 

H、Mitchell
 

S
 

L等为首的多个作者合作团队。
国外作者合作网络中,节点数(N)为439个,连线数

(E)为592条,作者和团队之间合作相对紧密。
2.2.2 机构 国内实施相关研究发文量前3位的机

构分别为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6篇)、天津中医药大

学研究生院(4篇)、遵义医科大学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护理部(4篇)。国内机构合作网络中,节点数为162
个,连线数为83条,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6

 

4,机
构间的整体分布较为分散,缺乏跨地区之间的合作。

国外发文量前3位的机构分别是哈佛大学(188篇)、
加利福尼亚大学(173篇)、美国退役军人事务部(148
篇)。国外机构合作网络中,节点数为356个,连线数

为575条,网络密度为0.009
 

1,各研究机构合作较为

密切。
2.3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和内容

的凝练,关键词频次越高在图谱中显示的字体越大,
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领域的热点。中介中心性≥0.1
代表关键词在该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中心性是衡量关

键词重要程度的指标之一,是连接不同聚类的关键节

点。国内外ACP实施相关研究高频关键词及高中心

性前10位见表1。
2.4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是将文献主题按

照不同类别进行划分,进而提炼出代表性的聚类标

签,直观地揭示研究领域关注焦点问题。采用对数极

大似然率(Log-likelihood
 

Rate,LLR)聚类算法寻找

最大聚类,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国

内ACP实施相关研究关键词共生成11个聚类,分别

为:综述、脑卒中、生前预嘱、预先指示、决策辅助、启
示、培训、青少年、慢性病、可行性、实施路径。聚类结

果显 示 聚 类 模 块 性 指 数 Q 值(Modularity,Q)为
0.797

 

6,表明聚类划分结构显著(Q>0.5),聚类轮廓

性指数S值(Silhouette,S)为0.939
 

3,说明聚类结果

可信程度高(S>0.7)。国外ACP实施相关研究关键

词共生成20个聚类,分别为:shared
 

decision-making
(共享决策)、advance

 

care
 

planning(预立医疗照护计

划)、advance
 

directives(预先指示)、qualitative
 

re-
search(质性研究)、program(计划)、advanced

 

care
 

planning(预立医疗照护计划)、scale(量表)、terminal
 

care(临终关怀)、heart
 

failure(心力衰竭)、nursing
 

home(疗养院)、implementation
 

science(实施科学)、
critical

 

care(重症护理)、quality
 

of
 

life(生活质量)、

palliative
 

care(安宁疗护)、management(管理)、ran-
domized

 

controlled
 

trial(随机对照试验)、outcome
(结局)、survival(生存)、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
validity(有效性),Q值为0.760

 

3,S值为0.894
 

0,说
明该聚类结果结构清晰,令人信服。
2.5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在特定时间段内频

繁出现的关键词或术语,映射出学科领域的活跃度和

新趋势,有助于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主题的动态变化

过程。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提取2014-2024
年国内19个,国外20个突现的高频关键词,见图2、
图3。

3 讨论

3.1 ACP实施相关研究现状 ACP实施相关研究

正逐渐成为医疗卫生领域关注的焦点。国外对该领

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发文量保持较高水平,且作者和

机构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紧密,显示出成熟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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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研究模式。而我国ACP实施相关研究起步较

晚,发文量较少,但近年来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表明

国内学术界对ACP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攀升。另外国

内现有的ACP实施相关研究以综述为主,在此基础

上开展了少量的干预研究,说明我国目前对于 ACP

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但相关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

络相对分散,跨地区合作较少,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
因此,今后应该加强ACP领域的跨学科、跨地区的合

作,以推动ACP实施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好地满

足患者需求,提升生命末期患者的医疗照护质量。
表1 国内外ACP实施相关研究高频关键词及中心性

国内

高频关键词 频次 高中心性关键词 中心性

国外

高频关键词 频次 高中心性关键词 中心性

生前预嘱 52 预先指示 0.65 advance
 

care
 

planning 610 disparity 0.27
综述 27 生前预嘱 0.64 palliative

 

care 568 adolescents 0.21
安宁疗护 21 尊严死 0.52 end 452 access 0.21
质性研究 14 养老机构 0.42 outcome 270 distress 0.18
预先指示 12 影响因素 0.38 intervention 265 family

 

caregivers 0.15
医护人员 12 医护人员 0.34 care 264 health

 

disparities 0.15
态度 12 安宁疗护 0.29 advance

 

directives 257 depression 0.14
护理 10 综述文献 0.26 end

 

of
 

life
 

care 250 medical
 

care 0.14
影响因素 9 临终 0.22 health 235 functional

 

assessment 0.14
临终关怀 9 护士 0.20 communication 231 depression

 

scale 0.14

图2 国内ACP实施相关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图3 国外ACP实施相关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3.2 研究趋势和热点分析

3.2.1 干预人群多元化 本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

和突现结果显示,目前 ACP干预人群不仅包括健康

成年人群体,还将关注点延伸至青少年[5-6]、老 年

人[7]、慢性病患者[7]、癌症患者[8]等具有特殊医疗照

护需求的群体。这一干预人群的多元化转变凸显出

ACP在满足不同年龄、健康状况和生活背景的人群

医疗、情感、社会和精神需求方面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有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癌症患者的

ACP准备程度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9]。但丁敏

等[8]研究指出,晚期癌症患者 ACP参与水平处于中

等偏下。因此应加强患者的教育干预与支持,从而促

进ACP的参与。患者教育策略开发被强调为 ACP
成功实施的关键,需要为不同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的

患者开发教育材料和策略,如将视频、游戏、宣传手册

等用于 ACP教育,增进患者对 ACP的 理 解 和 参

与[10-11]。此外,家庭和照护者参与同样被视为 ACP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我国以家庭为中心的文

化背景下,患者临终治疗方案一般由家庭共同决定,
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对于改善患者决策水平、照护质量

和情感支持具有重要意义[12]。研究表明,以家庭为

中心的ACP有效提升了肿瘤终末期患者尊严水平,
改善其生命质量和死亡质量[13]。由此可见,多元化

的干预人群要求未来的ACP研究持续关注特殊群体

需求,开发适应我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教育材料和策

略,进一步挖掘家庭和照护者在 ACP中的角色并促

进其参与,以实现更加个性化和全面的ACP实践。
3.2.2 实施方法科学化 本研究结果表明,干预时

机、共享决策、决策辅助和信息技术是ACP实施的热

点领域。患者的疾病治疗阶段、进展阶段、幸存阶段、
临终阶段等各个阶段均可作为 ACP的干预介入时

机。Zwakman等[14]对癌症患者的调查显示,患者期

望ACP对话应尽早开展。Lin等[15]研究发现,近
80%的癌症患者认为应在处于非体弱阶段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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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P讨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探索在疾病早期介

入ACP干预,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医疗决策和照护

计划的全面性和前瞻性,为患者提供更多主动参与自

身医疗照护的机会。共享决策在ACP的实施环节中

不可或缺,包括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和营养师等专

业人员的相互协作,促进医疗资源的高效整合和信息

共享[16]。研究指出,患者理想的 ACP实施模式是

“患者-照护者-医护人员”共同参与决策模式,希望由

照护者和多学科团队共同发起[17-18]。未来的研究需

要进一步探索共享决策的 ACP最佳实践,从而提升

ACP实施质量。此外,决策辅助工具在ACP的实施

过程中也至关重要,这些工具能够提供结构化的信息

和指导,帮助患者和家属理解复杂的医疗信息,做出

更为明智的医疗决策[19]。随着医疗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信息技术整合已成为 ACP实施的重要媒介。
电子健康记录、移动应用等技术手段的整合,快速提

高了ACP实施的准确度和普及度。既往研究通过网

络对患者进行 ACP干预,远程使用视频故事、ACP
行为建模、结合个性算法,有效帮助患者明确价值观

并制订ACP计划。未来可将决策辅助工具与信息技

术结合,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ACP干预方法,促进其

主动思考和参与生命末期的医疗决策。
3.2.3 研究内容体系化 国内外 ACP实施相关研

究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目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

ACP的干预模式、评估工具、专业培训等方面。邓仁

丽等[4]构建了“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的ACP干预模

式,肖兴米等[13]验证了以家庭为中心的ACP干预模

式,还有研究是ACP实施相关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国学者基于共享决策理论[17]、COM-B模型[20]等理

论框架在晚期癌症患者中开展了系列 ACP研究,为
制订科学、合理、有效的实践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今后的研究应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基于科学的理论知

识推动临床实践与应用,辨证地、批判性地选择合适

的干预模式来验证其在 ACP研究中的有效性、科学

性和规范性。评估工具的开发与验证是ACP研究的

另一重要分支,国内外研究人员近年来致力于开发和

验证多种量表和工具,如Sudore等[21]开发了普适性

ACP参与度问卷,Sakai等[22]编制适用于一般人群的

ACP准备度量表,以期量化ACP的效果。未来应基

于我国的文化特点开发和验证具有疾病特异性的

ACP评估工具,监测和管理 ACP干预过程,并指导

实践的持续改进。作为 ACP的推动者、决策引导者

及咨询服务主要提供者,医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在

ACP实施中也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23],能够有效地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ACP讨论,提高医疗团队、患
者和家属三者间的沟通质量,从而提升 ACP的实施

效果。临床实践中应强化生命教育,开展 ACP培训

课程、提高医务人员的沟通技能和共情能力,确保患

者能接受更人性化的医疗照护。

4 小结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对 ACP实施相关研究的

现状、热点和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国外该

领域发文量保持较高水平,且作者和机构间的合作网

络较为紧密,而我国ACP实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发
文量呈现上升趋势,相关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相对

分散,跨地区合作较少,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集中于 ACP的干预人群、实施方式和

研究内容等方面。未来研究可结合我国文化背景,促
进政策、教育和技术支持的本土化,开发符合我国传

统文化观和价值观的 ACP实践模式,同时加强社区

和家庭的参与。此外,应加强跨学科和跨机构合作,
鼓励开展学术机构和临床实践的合作,进一步促进和

完善ACP实施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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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寻求支持维度强调了个体通过在线平台与

其他用户建立联系,寻求情感支持、经验分享和健康

建议的行为,这种社交互动不仅有助于缓解健康焦

虑,还能增强患者的自我赋权感,促进患者与医务人

员之间的良好互动。通过对具有不同背景(年龄、性
别、教育程度等)的受试者进行测试,进一步验证了量

表的文化适应性和语言准确性,对部分可能引起误解

的条目进行修订,提高了量表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中

文版OHSB可作为评估公众在线健康搜寻行为水平

的有效工具,帮助医务人员了解患者在健康信息获取

方面的偏好和需求,从而制订更加个性化的健康教育

和干预措施,促进公众健康行为改善和健康水平提

高。同时,有助于深入探讨互联网健康信息对公众健

康行为、健康决策和健康结果的影响。通过大规模调

查和研究,进一步揭示在线健康搜寻行为的特征和规

律,为制订更加科学的健康传播策略和健康政策提供

有力支持。因此,中文版OHSB能够全面、准确、真实

地评估公众的在线健康搜寻行为,为制订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提供依据。

4 结论
中文版OHSB包含3个维度,共37个条目,具有

较高的信效度,可为评估我国居民的在线健康搜寻行

为提供有效工具。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鉴于

不同年龄群体的网络使用偏好差异,可能限制了样本

的代表性。未来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

年龄段及特定患者群体,以进一步验证并提升该量表

在我国不同人群中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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