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精神卫生 2023 年第 36 卷第 5期http：////www. psychjm. net. cn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
可视化分析

王柳茜 1，程庆林 2*，连福治 1

（1.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2.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1
*通信作者：程庆林，E-mail：chenghzcdc@sina. com）

【摘要】 背景　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患者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目的　分析

2011年-2021年国内外躯体症状障碍领域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方法　于2022年

8月 31日，以中国知网、万方、Web of Science、PubMed作为数据来源，检索国内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利用 Excel 和 CiteSpace 软件对纳入的 15 035 篇文献的数量和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　2011年-2021年，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的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发文量总体呈缓慢

下降趋势。关键词共现中，国内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分别为“心理健康”“抑郁症”“抑郁”“焦虑”“躯体症状”，国外排名前五的关

键词分别为“symptom”“prevalence”“depression”“disorder”“quality of life”。关键词突现显示，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近五年

持续关注且目前较活跃的关键词分别为“躯体症状”“症状群”“生活质量”，国外为“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outcome”。关键词

聚类分析显示，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关键词共8个聚类，国外为4个聚类，具体体现在躯体症状障碍涉及的相关疾病、防治方法

和流行病学特点。结论　近年来，国外对躯体症状障碍的研究数量和关注度呈上升趋势，而国内研究稍显不足。国内外研究均

关注躯体症状障碍发生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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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are complicated， for which no effective 
treatment currently exists， posing a critical impact on their quality of life.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s and hot spots in this field. Methods　On 31 August 2022， literature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 2011 to January 1， 2023 were searched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Web of Science and PubMed， and a total of 15 035 articles were included， then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keyword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Microsoft Excel and CiteSpace software.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somatic 
symptoms disorder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21，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demonstrated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in foreign 
studies， and displayed a slow downward trend in domestic studies.  The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top 
five high-frequency keywords were "mental health" "depressive disorder"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omatic symptom" in domestic 
studies， and were "symptom" "prevalence" "depression" "dis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in foreign studies.  The burst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burst terms in past five years were "somatic symptom" "syndrom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domestic studies， and 
wer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outcome" in foreign studies.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yielded 8 clusters in domestic stud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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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usters in foreign studies， reflecting in the relate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tocols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concern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show an upward trend in foreign studies and are relatively inadequate in domestic studies， and bo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unded by the Medical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Zhejiang Provincial （number， 2020PY064）； Medical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Hangzhou 
（number， 002019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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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症状障碍患者通常伴有与躯体症状或健康

相关的、过度的想法、感受或行为，症状往往反复发

作，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从而导致人际关

系和社会功能方面的紊乱以及抑郁、自杀观念或行

为等［1-2］。躯体症状障碍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为

5%~7%［3］。既往已有对躯体症状障碍的诊断与治

疗、非药物治疗进展、病因和发病机制等进行整理归

纳的综述文献［4-6］，但引起躯体症状障碍的原因很复

杂，除个体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的经历和反应是引发

本病的主要因素外，环境因素和生物学因素也是重

要因素［7］。正确认识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发展规

律，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方案、采取有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降低发病率至关重要。CiteSpace是一种

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文献的计量学分析绘制

图谱，展示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及序列化的知识谱

系［8］。该图谱可显示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

关系，也可分析知识单元或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

交叉、演化或衍生等隐含复杂关系［9］，从而获取目标

研究领域的新信息。本研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

国内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

化分析，以期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于 2022年 8月 31日，以中国知网、万方、Web of 
Science、PubMed作为数据来源，检索国内外躯体症

状障碍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

-2021年 12月 31日。检索词：中文以躯体症状障碍

作为主题词，外文以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作为主

题词。中文检索式：主题=躯体症状障碍 OR 主题=
躯体症状OR主题=躯体化OR主题=躯体障碍；英文

检索式：（（（TS=（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OR TS=
（somatic symptoms）） OR TS=（somatization）） OR TS=
（somatization disorder）。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

剔除会议论文、杂志介绍以及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

最终获得文献 15 035篇，其中中文文献 3 729篇，英

文文献11 306篇。

1. 2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采用 Excel 进行年发文量趋势分析。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

共现图谱和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纳入文献数据经除重、转化后导入 CiteSpace 
6. 2. R4软件，分析时段设置为 2011年 1月-2021年

12 月。根据分析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网络节

点。以分析关键词为例，绘制的关键词图谱中，每

一圆圈代表一个关键词，圆圈大小代表发文量。圆

圈颜色代表不同的年份，圆圈厚度代表该年份的发

文量。圆圈之间的连线代表不同关键词的共现关

系，连线粗细及颜色分别代表共现频次及首次出现

的年份。关键词突现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某研究领

域中对某一主题关注程度的突变情况，用来显示某

一阶段突然出现或频率突增的关键词，从而帮助分

析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聚类分析是把相近的主题

词进行归纳聚类，反映该领域研究主题的组成情

况。关键词中心性越高表示围绕该关键词开展的

研究越多，影响力越大［10-12］。

2 结  果  
2. 1　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发文趋势　

2011 年-2021 年，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

发文量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

究领域的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6 年之

后的发文量明显上升。见图1。

图1　2011年-2021年国内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发文趋势分析

Figure 1　Trend in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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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谱中共有 292 个节点，1 459 条连线。为更好地

呈现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删除了频次<19 的关键

词。按照词频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前五位的

关键词分别为“心理健康”“抑郁症”“抑郁”“焦虑”

“躯体症状”。中心性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分别为

“心理健康”“躯体症状”“抑郁”“焦虑”“抑郁症”。

见图 2、表 1。
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谱中共有 266 个节点，2 614 条连线。按照词频

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分别为

“symptom”“prevalence”“depression”“disorder”“quality 
of life”。中心性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分别为“preva⁃
lence”“symptom”“disorder”“health”“quality of life”。
见图3、表2。

图2　2011年-2021年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visualization in domestic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图3　2011年-2021年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visualization in foreign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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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在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中，关键词突现

强度较大的为“躯体症状”和“抑郁”，突现强度分别

为 8. 42和 7. 46。近五年持续关注且目前较为活跃

的关键词为“躯体症状”“症状群”和“生活质量”。

见图4。
在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中，关键词突现

强度最大的为“somatic symptom disorder”，突现强

度 为 38；其 次 为“mortality”“distress”“psychiatric 
disorder”，突现强度分别为 33. 49、32. 09、30. 58。近

五年持续关注且目前较为活跃的关键词为“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outcome”。见图5。

2. 4　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躯体症状障碍领域研究热点的

变化趋势，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躯体症状障碍

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做进一步的时间线图谱分析，得

到 8个聚类：抑郁症、心理健康、抑郁、社会支持、学

生、心理护理、效度、身心健康。对 8个聚类标签进

行归纳得出：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主要围绕 3个

主题，分别为躯体症状障碍涉及的相关疾病（#0 抑

郁症、#1心理健康、#2抑郁），躯体症状障碍的防治

方法（#5心理护理、#7身心健康）以及躯体症状障碍

的流行病学特点（#3 社会支持、#4 学生、#6 效度）。

见图6。

图4　2011年-2021年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图

Figure 4　Burst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图5　2011年-2021年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图

Figure 5　Burst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foreign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表1　2011年-2021年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

高频关键词及中心性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centrality in domestic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关键词

心理健康

抑郁症

抑郁

焦虑

躯体症状

度洛西汀

大学生

心理干预

生活质量

影响因素

频　次

954
219
215
184
174
132
124
102
101
99

中心性

0. 68
0. 15
0. 17
0. 16
0. 20
0. 02
0. 05
0. 06
0. 09
0. 03

关键词

心理状况

躯体化

心理护理

心理状态

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

文拉法辛

心理

护理

护士

频　次

94
81
63
60
59
59
56
56
50
47

中心性

0. 05
0. 07
0. 06
0. 02
0. 02
0. 04
0. 02
0. 03
0. 04
0. 01

表2　2011年-2021年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

高频关键词及中心性

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centrality in foreign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关键词

Symptom
Prevalence
Depression

Disorder
Quality of life

Anxiety
Mental health

Somatic symptom
Somatization

Health

频　次

1 705
1 696
1 693
1 360
1 266
1 192
1 006
913
904
868

中心性

0. 12
0. 19
0. 08
0. 12
0. 09
0. 06
0. 08
0. 08
0. 06
0. 11

关键词

Primary care
Association
Validation
Validity

Somatoform 
disorder
Children

Risk factor
Stres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cale

频　次

719
710
699
689
638
637
623
563
545
528

中心性

0. 08
0. 05
0. 03
0. 04
0. 04
0. 02
0. 01
0. 03
0. 01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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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

得到 4 个聚类：mental health、medically unexplained、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quality of life。对聚类

标签进行归纳得出：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主要

围绕 2 个主题，分别为躯体症状障碍相关疾病（#0 
mental health、#1 medically unexplained），躯体症状

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2 general health question⁃
naire、#3 quality of life）。见图7。

3 讨  论  
本研究共纳入 15 035 篇躯体症状障碍相关文

献，其中中文文献 3 729 篇，英文文献 11 306 篇。

2011 年-2021 年，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发文

量呈缓慢下降趋势；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的

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国内外人群的就诊习惯和行为不同。在国内，

当患者出现身体不适时，一般选择在综合医院就

诊［13-14］，受病耻感等因素的影响，躯体化的原因往往

被掩盖［15］，躯体症状障碍的漏诊率较高。提示在我

国今后的躯体症状障碍相关研究中，应注重提高人

群对躯体症状障碍的认识与了解［16］，减轻病耻感。

关键词共现和中心性分析结果显示，“symptom”

“prevalence”“disorder”等是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

图7　2011年-2021年国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Figure 7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visualization in foreign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图6　2011年-2021年国内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visualization in domestic research on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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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研究热点。“symptom”为研究热点是因为躯

体症状障碍的致病原因复杂，涉及生物、心理及社

会因素，且临床表现多样［17-18］，正确认识躯体症状

障碍的早期症状，有利于早发现、早治疗。“preva⁃
lence”这一热点关键词表明，通过对躯体症状障碍

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其流行病学特征、患病风险

因素等，可以做到早预防。“disorder”作为热点关键

词，提示在临床实践中躯体症状障碍存在交叉［19-20］，

应了解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发展规律，从多方面对

躯体症状障碍进行识别。在国内研究中，“心理健

康”“躯体症状”和“抑郁”是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

主要关注的热点。有研究提出，情绪调节障碍是导

致躯体症状障碍的关键因素［21］，因此，心理健康的

研究对预防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也有研究表明，抑郁、焦虑障碍患者一般伴有明显

的躯体症状［22-23］，可能与个体对躯体疾病的心理应

激反应有关［24］。

关键词突现图谱显示，国内研究近五年持续关

注且目前较为活跃的关键词为“躯体症状”“症状

群”“生活质量”。关注“躯体症状”和“症状群”有利

于为躯体症状障碍的诊治提供指导。躯体症状障

碍的临床表现复杂，诊治难度较高，易出现漏

诊［25-27］。此外，患者由于反复就医未得到确切结果，

会出现情绪波动较大、社会支持减少等情况，进而

影响生活质量［28］。国外研究持续关注且目前较为

活跃的关键词为“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和“out⁃
come”。有研究指出，在亚洲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

存在躯体症状者较多［29］。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常伴

有焦虑抑郁情绪，对“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与
“outcome”的关注，有助于为躯体症状障碍的防治提

供参考。关键词聚类分析具体归纳为躯体症状障

碍研究领域相关的疾病、防治方法和流行病学特点

三方面内容。躯体症状障碍患者临床表现中既有

较多的躯体症状，又有较高的焦虑和抑郁水平［30］，

因此，研究躯体症状障碍及相关疾病，对于更好识

别地躯体症状障碍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对人群的

流行病学调查，可以从社会和心理方面寻找不适症

状持续的可能因素，最终提供综合性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外对躯体症状障碍的研

究数量和关注度呈上升趋势，而国内研究稍显不

足。国内外研究均关注躯体症状障碍发生的影响

因素。本研究局限性：①只选择了关键词作为网络

节点进行分析；②仅纳入中文和英文文献，其他语

种的文献未纳入，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

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纳入作者、机构等节点进

行分析，并扩大数据库检索范围，进一步了解国内

外躯体症状障碍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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