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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患者运动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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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透析患者运动研究热点及趋势,为透析患者运动研究深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及

中国知网收录的透析患者运动相关文献,检索时限为200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1日。利用CiteSpace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

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中文文献951篇,英文文献867篇。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高频关键词有生活质

量、护理、有氧运动等,共形成19个中文关键词聚类和16个英文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和时间区图演变显示,中国传统运动、循
证护理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在透析患者运动研究中增多,较新的突现关键词包括肌少症、自体动静脉内瘘、疲劳等。结论

 

透析患者

运动研究有待深入,当前研究热点聚焦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探索新兴技术应用以及护理策略优化,合并肌少症群体、症状改善以及

循证运动方案构建为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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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hotspo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exercise
 

research
 

in
 

dialysis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ies.
 

Methods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exercise
 

in
 

dialysis
 

patients
 

were
 

search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nd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from
 

January
 

1,
 

2004
 

to
 

September
 

1,
 

2024.
 

CiteSpace
 

soft-
war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elected
 

articles.
 

Results
 

A
 

total
 

of
 

951
 

Chinese
 

articles
 

and
 

867
 

English
 

ar-
ticles

 

were
 

included.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exercise
 

research
 

in
 

dialysis
 

patients
 

showed
 

increasing
 

trend.
 

The
 

high-fre-
quency

 

keywords
 

included
 

"quality
 

of
 

life",
 

"nursing",
 

"aerobic
 

exercise"
 

,etc.
 

A
 

total
 

of
 

19
 

keyword
 

clusters
 

were
 

identified
 

in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16
 

keyword
 

clusters
 

in
 

English
 

publications.
 

The
 

timeline
 

and
 

time
 

zone
 

diagrams
 

of
 

keywords
 

showed
 

that
 

studie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exercise,
 

evidence-based
 

nursing
 

and
 

us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dialysis
 

patients
 

were
 

in-
creased.

 

The
 

most
 

recent
 

burst
 

keywords
 

were
 

"sarcopenia",
 

"autologous
 

arteriovenous
 

fistula",
 

"fatigue",
 

etc.
 

Conclusion
 

Exer-
cise

 

in
 

dialysis
 

patients
 

needs
 

further
 

in-depth
 

studies.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optimization
 

of
 

nursing
 

strategie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e
 

patients
 

comorbid
 

with
 

sar-
copenia,

 

symptom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exercis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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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44万慢性肾脏病患者开

始肾脏替代治疗,透析患者数量预计在2010-2030
年实现成倍增长[1-2]。透析患者受慢性容量超负荷等

因素影响,面临着高心脑血管疾病患病和死亡风

险[3],且研究显示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患者衰弱发生

率高,导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显著降低以及全因死亡

风险升高[4-5]。运动锻炼通过减少肌肉炎症、促进合

成代谢能力,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同时也具有减少

骨质流失、增强心肌重塑的作用,有助于改善身体功

能和预防衰弱[6]。国内外运动康复和护理领域研究

者持续关注运动对透析患者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探

索不同类型运动锻炼在透析期间及间期开展的潜在

益处[7-8]。随着虚拟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发展及透析

患者需求增加,近年来透析患者运动相关研究大量开

展与更迭,亟需总结分析以挖掘国内外透析患者运动

研究热点及发展动态。本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对

国内外透析患者运动研究现状、热点及未来趋势进行

可视化分析,以期为后续透析患者运动相关研究深入

开展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及检索策略 检索 Web
 

of
 

Science核

心合集数据库、中国知网,检索时限为2004年1月1
日至2024年9月1日。中文检索式为“主题:(血液

透析
 

OR
 

腹膜透析
 

OR
 

维持性血液透析
 

OR
 

血液净

化
 

OR
 

腹透
 

OR
 

血透
 

OR
 

透析)
 

AND主题:(运动
 

OR
 

功能锻炼
 

OR
 

身体活动
 

OR
 

康复训练
 

OR
 

锻

炼)”;英文检索式为“TS=(dialysis
 

OR
 

dialyze
 

OR
 

hemodialysis
 

OR
 

(peritoneal
 

dialysis))
 

AND
 

TS=
(exercise

 

OR
 

(physical
 

activity)
 

OR
 

(functional
 

exercise)
 

O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R
 

t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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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检索获得中文文献1
 

532篇,英文文献3
 

469
篇。由2名研究者独立对文献题目及摘要进行阅读

筛选,排除非中文或英文文献、信息不完整或重复文

献,以及会议、信件、书籍章节等文献,最终纳入中文

文献951篇,英文文献867篇。
1.2 资料分析方法 采用CiteSpace6.2.R3软件对

纳入的中英文文献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时间切片

设置为1年,G-index、TOP
 

N均采用默认设置。选

用"Pathfinder"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中恰当方式对需剪裁的图谱进

行修剪,最终绘制出相应可视化图谱用以解读分析。
运用对数似然比(Log-likehood

 

Ratio,LLR)算法进

行关键词聚类分析。聚类图谱效果通过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来评判,当Q值>0.3时,划
分的聚类结构是显著的,S值>0.5时,聚类是合理

的,S值>0.7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9]。

2 结果

2.1 国内外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发文量 近20年

间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自2012年以来增长速

度较快,英 文 文 献 年 发 文 量 在2023年 达 到 最 高

(87篇),中文文献在2022年达最高值(108篇)。
见图1。

图1 2004-2024年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年发文量

2.2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对研究主题进行高度

凝练和总结,高频关键词能够体现某一时间段内某一

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前10位高

频关键词,见表1。
表1 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前10位高频关键词

中文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英文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生活质量 151 0.35 quality
 

of
 

life(生活质量) 276 0.00
护理 136 0.35 chronic

 

kidney
 

disease(慢性肾脏病)253 0.02
尿毒症 74 0.61 mortality(死亡率) 225 0.39
睡眠质量 57 0.14 stage

 

renal
 

disease(肾脏病分期) 143 0.39
有氧运动 57 0.08 association(联系) 121 0.13
影响因素 43 0.09 survival(生存) 92 0.40
动静脉内瘘 43 0.09 health(健康) 84 0.08
综述 39 0.09 disease(疾病) 82 0.81
糖尿病肾病 32 0.32 kidney

 

disease(肾脏疾病) 80 0.01
健康教育 30 0.35 strength(力量) 76 0.01

2.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可反映研究领域

内各个研究主题的组成情况。中文文献共形成19个

关键词聚类,关键词聚类图谱Q=0.85、S=0.97;英
文文献共形成16个关键词聚类,关键词聚类图谱

Q=0.67、S=0.86。关键词聚类情况,见表2。
2.4 关键词时间线图和时间区图 基于关键词聚类

分析结果,保留排名前10位的中英文关键词聚类,绘
制时间线图(见附件二维码),用以挖掘不同聚类下研

究热点时间演变及阶段性特征,将关键词依据时间顺

序排列在同一时间线上以展现研究热点变化趋势。
综合中文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国内研究早期探索阶

段(2004-2010年),以“影响因素、腹膜炎、焦虑、饮
食干预、营养状况、自我管理行为”等关键词为主,注
重探讨运动对患者健康的作用、结合饮食营养干预的

应用价值以及患者自我管理;2010年前后呈现的关

键词包括生活质量、应用效果、生理功能、八邪操、低
态抗阻力运动等,提示运动与透析患者临床预后相关

研究 逐 渐 兴 起、运 动 形 式 多 元 化 发 展;近5年 间

(2019-2024年)呈现关键词包括中药熏药、中医传

统运动、五行音乐、虚拟现实、云管理、分层干预等,此
阶段运动与中医传统疗法结合以及信息化平台应用

开展较多。基于英文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透析患者

运动相关研究起步较早,2004年前后关注运动对临

床预后影响作用,呈现关键词包括rehabilitation(康
复)、mortality(死亡率)、health(健康)、depression(抑
郁)、metabolism(新陈代谢)等;近5年呈现的主要关

键词包括sarcopenia(肌少症)、older
 

patients(老年患

者)、complications(并 发 症)、cognitive
 

impairment
(认知障碍)等。2004-2024年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关

键词生成Timezone时间区图(见附件二维码),用以

反映不同时间阶段研究热点整体变化情况及趋势。
中文关键词时间区图显示,国内较早在血液透析患者

中开展运动疗法相关研究,2006年前后糖尿病肾病

群体备受研究关注,2019-2024年间研究热点集中

在衰弱、肌少症、自体动静脉内瘘、八段锦,此外循证

护理、证据总结、meta整合等关键词出现提示循证研

究的兴起。英文关键词时间区图早期热点关键词包

括 mortality(死亡率)、fatigue(疲劳)、survival(生
存)、ambulatory

 

patients(门诊患者)等,可见国外较

早关注到运动对透析患者预后的影响价值,近年研究

热点集中在prevalence(患病率)、intradialytic
 

exer-
cise(透析中运动)、sarcopenia(肌少症)等方面。
2.5 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对中英文文献关键词突

现分析,结果显示近5年间肌少症、抗阻运动、疲劳在

透析患者运动研究中备受关注。近期中文文献研究

热点还包括自体动静脉内瘘、八段锦、衰弱和循证护

理,英文文献研究热点还集中在患病率和透析中运动

的相关研究。国内对护理、健康教育、营养不良和综

合护理方面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相对成熟,而国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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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能力、骨骼肌、慢性肾脏病、终末期肾脏病领域已

经历漫长的研究历程。突现强度较高的15个关键词

用以绘制中英文文献突现词分析图谱,见图2、图3。

表2 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关键词聚类汇总表

分类 中文关键词聚类标签 英文关键词聚类标签

研究人群及疾病 #1腹膜透析、#3血液透析、#5终末期肾病、#6糖尿

病肾病

#0
 

peritoneal
 

dialysis(腹膜透析)、#6
 

chronic
 

kidney
 

disease(慢性肾脏病)、#9
 

older
 

adults(老年人)、#15
 

end-stage
 

renal
 

disease(终末期肾病)
运动类型或干预方式 #7健康教育、#8护理干预、#11个体化运动、#12运

动、#13脚踏车运动、#15运动训练、#16抗阻运动

#7
 

resistance
 

exercise(抗阻运动)、#8
 

physical
 

activity
(身体活动)、#14

 

aerobic
 

exercise(有氧运动)
疾病预后与临床结局 #0动静脉内瘘、#2

 

抑郁、#9
 

预后、#10生活质量、#
14握力、#17依从性

#1
 

physical
 

function(身体功能)、#2
 

all-cause
 

mortali-
ty(全因死亡率)、#3

 

arteriovenous
 

fistula(动静脉内

瘘)、#4
 

body
 

composition(身体成分)、#5
 

quality
 

of
 

life(生活质量)、#10
 

heart
 

rate
 

variability(心率变异

性)、#11
 

blood
 

pressure(血 压)、#12
  

cardiovascular
 

risk(心血管风险)、#13
 

hemodynamic(血流动力学)
研究类型 #4综述、#18质性研究

图2 中文文献突现词分析图谱
 

图3 英文文献突现词分析图谱

3 讨论

3.1 透析患者运动研究整体呈增长趋势 近20年

透析患者运动相关研究发文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2004-2012年,中英文文献发文量均呈缓慢增长,该
阶段英文发文量多于中文。2012-2015年,中英文文

献发文量波动上升,自2016年起中文发文量超过英

文,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提示该阶段国内研究者关

注并开展大量透析患者运动相关研究。2020年起由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一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影响,透析患者作为感染的高风险人群其死亡风险升

高[10],加之研究者临床科研受限、科研时间减少,该阶

段发文量略有下降并进入短暂平台期,此后在2022
年发文量再次回升直至顶峰,提示透析患者运动仍是

现阶段国内外研究热点。随着时间推移,国内研究逐

渐向着综合护理、个性化护理的方向发展,积极探索

中医传统运动疗法的作用,国外研究则更加注重运动

为透析患者带来的预后影响及长期益处,以期促进患

者康复、改善生活质量。
3.2 透析患者运动研究热点

3.2.1 聚焦运动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 健

康相关生活质量主要是个人或群体在过去一段时间

内对自己生理和精神健康的认识,探讨健康相关生

活质量能够充分了解疾病对患者生活带来的影响,
有助于疾病治疗与护理的开展[11]。通过透析患者运

动高频关键词和聚类分析发现,国内外研究者针对

运动与生活质量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内研究者注重

探讨运动方案的个性化、规范化,深入研究有氧运

动[12]、抗阻运动[13]以及联合运动[14-15]等多种运动类

型对生活质量的效益,涉及对睡眠质量、躯体功能、
负性情绪、认知功能等方面的影响。然而,多数国内

运动研究的开展场所仍集中在透析室,针对透析患

者居家运动研究开展较少。国外研究结果间尚存争

议,如一项随机对照研究中,为期16周的居家运动

干预并未给透析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带来显著性

改变[16]。此外,受难以保证患者锻炼依从性及运动

安全性等诸多因素影响,居家运动方案的制订及实

施仍具有挑战,尚缺乏长时间、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

验证实应用价值和潜在益处,运动安全性、依从性、
方案实施可行性及质量保障等问题亟待思考和解

决。
3.2.2 研究对象具体化,依托新兴技术探索重点群

体运动策略 目前,全球范围内糖尿病患病率居高不

下,预计204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将达到6.93亿,
其中中国人数预计将超过1.74亿,据统计约40%糖

尿病患者将发展成糖尿病肾病[17-18]。透析患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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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早期集中于慢性肾脏病、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群

体,2014年起国内研究聚焦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老
年透析患者,如张丽等[19]通过早期抗阻训练联合连续

性红外线照射提高了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自体动静

脉内瘘成熟率、延长使用时间;葛媛等[20]在糖尿病肾

病血液透析患者中实施低强度有氧康复运动,有效改

善患者心理弹性、下肢功能和骨代谢水平。部分国内

研究者从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的运动依从性着手,采
用压力接种训练[21]等新干预策略提高运动依从性,助
力透析患者运动干预的开展。此外,虚拟现实等新兴

技术的发展也为透析患者运动提供新的策略,如国内

外研究者借助虚拟现实开展透析患者运动,有效改善

患者身体成分及活动能力[22-23]。整体而言,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关注到运动干预对透析患者的潜在益处,透
析患者运动研究正朝着研究对象具体化、干预措施先

进化的方向发展。
3.2.3 护士为研究核心力量,注重护理策略优化与

创新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护理”“健
康教育”等具有较高的出现频次和中心性,同时关键

词突现分析展现了护理模式的时间演变进程,从早期

的“护理”到“综合护理”再到“循证护理”,护理策略朝

着多元化、科学化的方向不断优化。国内护理研究者

积极探索运动联合饮食与营养干预[24]、心理疗法[25]

等干预方案,研究类型不再拘泥于通过量性研究探讨

运动对患者的益处,而是以患者为中心开展质性研

究,更注重改善透析患者的运动体验[26]及运动依从

性[27]。
 

Wodskou等[28]国外研究者关注到透析护士对

透析患者运动开展过程的重要作用,通过半结构式访

谈深入剖析透析患者运动实施过程的动机及阻碍因

素。目前护士已成为推动透析患者运动研究的中坚

力量,未来还应在透析患者中积极探索并开展运动相

关的综合护理、循证护理,进而促进护理策略的优化

与创新,助力透析患者科学化运动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3.3 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前沿及趋势分析

3.3.1 重点关注合并肌少症群体的益处研究 肌少症

在终末期肾脏病尤其是透析患者群体中常见,在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中发病率为13.7%~73.5%,起病隐匿,
可引起机体功能障碍,增加跌倒、失能及死亡风险[29]。
近年来,肌少症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运动作

为目前防治肌少症的最有效策略,具有降低炎症反应、
增强肌肉力量等诸多躯体益处。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

发现,肌少症是现阶段透析患者运动相关研究热点,国
内研究热度持续至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抗阻运

动[30]、有氧联合抗阻运动[31]对透析合并肌少症患者的

应用价值,但仍缺乏长周期、系统综合的运动方案,尚未

对如何保证透析合并肌少症患者运动依从性和安全性

进行充分探讨,运动联合营养干预效果的相关研究开展

仍较少,未来或将成为研究热点方向。

3.3.2 持续探讨运动对透析患者主观感受及症状改

善的影响 随着症状科学的提出以及“以患者为中

心”理念的深化,慢性肾脏病患者的不愉快症状体验

(如疲劳、不宁腿综合征、胃肠道反应等)也逐渐成为

透析领域研究热点之一[32-33]。本研究关键词突现分

析及时间演变进程显示,探究运动对疲劳、衰弱、不宁

腿综合征等症状的影响是目前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前

沿。部分国内外研究指出,康复运动训练对透析患者

疲劳、衰弱及不宁腿综合征等症状具有显著的改善作

用[34-36],但仍有少数研究显示,运动会加剧透析患者

疲劳并产生肌肉酸痛、头晕等不适症状[37-38]。因此,
未来除了关注运动在透析患者症状改善的积极作用

外,还需要通过长周期、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

验对运动可能带来的不良主观感受进行全面的探索。
3.3.3 深入探索不同类型运动的应用价值及潜在益

处 国内外透析患者运动研究较为集中,运动类型以

抗阻运动、有氧联合抗阻运动更为常见,运动场所以

透析室中的透析中运动研究[39]相对较多。近年来,八
段锦[40]、五禽戏[41]等中国传统功法以及中医护理[42]

开展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的新方向,此类运动在提升患

者生活质量和情绪体验等方面均取得较好成效。国

外研究更加侧重探讨不同类型运动对患者临床预后

尤其是心血管结局的价值,如 Hull等[43]研究显示血

液透析患者身体活动与心血管健康参数(如左心室射

血分数)间存在密切关联;Verrelli等[44]Meta分析结

果也显示,透析中运动能够促进患者舒张压、左心室

射血分数及心率变异性等心血管指标改善。Ju等[45]

研究指出,部分患者更希望在透析时间之外进行运动

锻炼,智能设备及移动应用程序为家庭运动干预提供

了可行途径。国内研究者借助微信等媒介搭建远程

干预平台[46],实施形式更加灵活化,满足部分透析患

者居家运动需求。不同类型运动在透析患者中的应

用研究仍是当前研究热点,随着越来越多不同类型运

动的出现及其实施价值被证实,临床护理人员指导透

析患者运动有更加多样化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透析患

者运动依从性及对护理服务的整体满意度。
3.3.4 基于循证证据构建并实施透析患者运动方案

 循证护理作为全新、科学的护理工作方法,强调以

科学证据为基础,备受国内护理界关注,是未来护理

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多数运动方案的构建并

未建立在循证证据总结的基础上,仅以研究团队的专

家经验为基础,虽有少数国内研究者以循证证据为基

础构建透析患者运动干预方案[47-48],然而现有运动方

案在运动持续时间、运动频率及运动类型选择方面存

在差异,透析患者科学运动干预方案的实施和推广仍

旧存在重重阻碍。今后基于循证证据构建、验证并实

施更加全面、科学化的透析患者运动方案或将成为研

究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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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本研究显示,透析患者运动研究近二十年来呈现

增长趋势,但运动相关研究内容及研究范畴具有较大

的拓展空间。未来透析患者运动研究可借助虚拟现

实等新兴技术,持续深入挖掘不同运动类型的应用价

值,护理研究者作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应不断

优化及创新护理策略,从而为透析患者提供更加多样

化、更具循证价值的运动方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
善患者临床预后。本研究文献数据仅来源于2个数

据库,可能存在一定的文献遗漏。

  附件:中英文关键词时间线图和时间区图,
请扫描二维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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