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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我国体医结合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特性，探索研究热点，为体医结合的下一步研究提

供借鉴。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８年我国体医结合的文献进行年度发文量、论文作者、单

位和基金状况统计，并运用Ｂｉｃｏｍｂ２．０和ＳＰＳＳ１７．０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　我国体医结合研究年

度发文量呈上升发展态势，论文作者及单位以高校居多，基金资助较少；研究热点集中在体医结合、人才培养和

健康促进等方面。结论　我国体医结合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应加大基金资助与扶持，重视与医疗部门的合作和

体医结合的实证研究，促进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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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
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文件中关于提高全民身体
素质部分明确指出应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

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

式［１］。健康中国战略将体医结合研究推向热潮［２］，

体医结合是实现健康中国的关键［３］，是顺利推进

健康中国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４］。本文运用文献

计量学方法，对我国中文期刊发表的体医结合相关

文献进行研究现状、特性等分析，并对高频关键词

进行聚类分析，探讨目前体医结合研究热点和未来

研究方向，以便于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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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和检索策略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

络出版总库，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以主题 ＝体医
结合ｏｒ主题＝体医融合，检索时间设定为１９９８年
１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进行精确检索（文献
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采用逐条阅读的
形式剔除部分明显与主题研究不相符和重复的文

献，共检索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１４４篇，作为研究
样本。

１．２　方法
采用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书目共现分析系统对体医结

合研究文献的年度发文量、论文作者、单位、基金资

助和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Ａｎａｌｙ目录下的聚类分析，对体医结合的高频
关键词进行系统聚类，找出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年度发文量
年度发文量主要反映的是论文发表数量和时

间的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

历史、发展水平和趋势［５］。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国体医
结合的年度发文量情况如图１。

图１　纳入文献发表年份趋势图

图１显示：纳入的１４４篇体医结合的文献研究
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探索萌芽时期（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年）。１０年间总发文量为６篇，占文献发表总
量的４．１％，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为０篇。这一时
期研究主要是针对体医结合的意义、尝试和探索；

第二，逐步迅猛发展时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研究
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呈“井喷”态势增长，主要研究健康
老龄化、全民健身、全球化健康治理和现代医疗卫

生服务的需求等产生的影响，目前体医结合相关研

究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２．２　论文作者、单位和基金资助情况
共１２３个单位的２４３名论文作者致力于体医

结合研究中，排名前 １５位论文作者教授职称占
２６％，硕、博士学历占３２％，作者以教授和硕、博士
居多，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作者单位以体育院

校和医学院校居多，医疗部门参与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实现“健康中国２０３０”的全民健康中国梦需
要体育与医疗部门的共同努力。１４４篇论文中具
有课题基金项目支持的有 １５篇，占论文总数的
１０．４１％，其中全国教育规划课题７篇，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４篇，教育部科学研究项目２篇，省级科学
研究项目１篇，高校博士专项基金项目１篇。课题
基金项目资助是评价某一领域科研水平的重要指

标，发表论文的课题受资状况是评价该领域研究水

平的指标之一。目前，针对体医结合的相关课题项

目研究较少，应加大体医结合课题的立项。

２．３　研究热点
２．３．１　高频关键词共现　对１４４篇论文中的５２２
个关键词进行统计与分析。在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统计功
能中设定关键词频次阈值≥４，截取出现频次最高
的２０个关键词，见排序表１。出现频次较高的关
键词依次是：体医结合、体育教学、全民健身、医学

院校、体医融合等。

表１　高频关键词出现频次表（４≤频次≤７３）（Ｎ＝５２２）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
频次

累计百
分比％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
频次

累计百
分比％

１ 体医结合 ７３ １３．９８ １１ 模式 ５ ２７．９６

２ 体育教学 １１ １６．０９ １２ 健康中国 ５ ２８．９２

３ 全民健身 １０ １８．００ １３ 运动干预 ４ ２９．６９

４ 医学院校 １０ １９．９２ １４ 研究 ４ ３０．４５

５ 体医融合 ９ ２１．６４ １５ 可行性 ４ ３１．２２

６ 体育 ７ ２２．９８ １６ 创新 ４ ３１．９９

７ 运动处方 ６ ２４．１３ １７ 高等医学院校 ４ ３２．７５

８ 医疗 ５ ２５．０９ １８ 医体结合 ４ ３３．５２

９ 社区 ５ ２６．０５ １９ 改革 ４ ３４．２９

１０ 教学模式 ５ ２７．０１ ２０ 复合型人才 ４ ３５．０５

２．３．２　高频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往往隐含着该学
科的研究现状、热点、规律及发展趋势等线索［６］。

聚类分析是将距离较近的关键词按照不同类别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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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起来［７］，对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能够反映目前

体医结合研究的现状和热点问题，了解未来的研究

方向。文章运用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提取高频关键词的共
现矩阵，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将共现矩阵转化成相似矩
阵，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生成体医结合高频关键

词聚类分析树状图。见图２。

图２　高频关键词（４≤频次≤７３）聚类分析树状图

根据图２得出高频关键词可以划分为４个类
别：

１）类别１为体医结合的理论和概念的探索研
究。由体育、医疗、体医融合、医体结合关键词构

成，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体医结合目的、意义和可

行性。

２）类别２为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康促进研究。
由２个小类别构成，小类１社区体育服务模式，包
括全民健身、社区和模式等关键词；小类２为健康
中国的实现路径探索，包括运动处方和运动干预等

关键词。研究从健康中国背景下的视角出发，探索

体医结合促进健康管理的社区服务模式和康复医

学、预防医学的现代健康管理模式。

３）类别３为医学院校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研
究。包括可行性、教学模式的探索等关键词。研究

从现代医学由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出发，建立健

全体育运动康复和卫生医疗相结合的运动康复专

业人才、构建服务全民健康的运动医疗部门，以便

于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健身。

４）类别４为医学院校体育服务专业成长的教
学模式改革和探索。由体育教学、改革、医学院校、

研究、创新等关键词构成。主要是对医学院校体医

结合的体育教学模式的探讨和教学实验效果的验

证研究。通过梳理体医结合研究文献得出，目前的

研究热点是应充分将健康前置，推行以预防为主的

健康管理模式；运动康复人才培养及服务全民健康

的路径研究等。体育与医学结合的研究是一个不

断相互促进的过程，从相关的核心文章得出，体医

结合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健康中国背景下，体

医结合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着眼于健康老龄化、社

区慢性病预防、运动医务监督和运动康复等研究。

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加大对体医结合研究的基金资助和扶持
近年来，我国发表的体医结合的研究文献数量

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间，两年时
间发表的文献数量占总文献数量的一半，这是由于

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的《“健康中国”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国家把体医结合促进全民健身作为重

要的发展战略，政策导向引起学者们对体医结合的

关注和重视，促进了相关研究文献的产出；基金项

目资助的学术论文通常代表一个领域内的新动向

和新趋势，考察科研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８］。纳入的１４４篇论文具有课题基
金项目支持的有１５篇，仅占论文总数的１０．４１％，
说明我国对体医结合的相关研究的投入不足，体医

结合是实现健康中国，促进全民健身的重要战略举

措，应该重视相关研究的基金扶持和资助，为科研

产出提供经费保障。

３．２　重视与医疗部门的合作研究
体育健身与医疗卫生是体医结合的两个组成

部分，两者都是以服务全民健康根本，二者犹如鸟

之双翼，不可偏废［９］。论文作者单位统计以体育

院校和医学院校居多，仅有少数医疗部门参与研究

中，医疗卫生部门作为促进健康工作的主要承担部

门并没有加以重视，导致体医结合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体育领域，建议建立体医结合健康科研平

台［１０］，积极引导医生作为推动运动健康的主体，把

运动作为一剂良药，鼓励医生开出运动处方［１１］，为

疾病评估、治疗和康复提供新的途径；同时制定科

学的运动处方库，探索不同运动项目、运动量的运

动效果，提高全民身体健康。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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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加强体医结合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文献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得出，目前

体医结合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体医结合公共服务

模式建构和创新、政策法规、人才培养等定性研究，

针对相关疾病的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较少，应积极

倡导现代医学逐渐向健康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学

医转变，构建不同疾病的运动干预实验，探索有效

的、简单可行的运动处方库。

综上所述，目前体医结合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应加强体育与医疗部门的合作研

究，探索运动医疗康复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体医结

合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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