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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核心肌群训练(CMT)在国内肌肉骨骼疼痛相关研究中的概

况、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数据库2014年1月

1日至2023年12月31日CMT用于肌肉骨骼疼痛相关研究的文献,以纳入文献的作者、研究机构和关键词为

网络节点,采用CiteSpace6.2软件进行共现分析,生成作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和关键词分布图等进行可视化

分析。结果 最终共纳入文献312篇,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近2年有小幅下滑,发文机构多为医学院校,发

文作者多为小团队,发文机构和作者之间合作有待加强,跨机构、跨地域合作度低。该领域研究集中在对腰痛

和腰椎功能的康复疗效方面。结论 CMT在治疗腰痛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未来研究侧重于腰椎功能的改

善、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术后早期应用加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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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atus
 

quo,research
 

hotspots,and
 

frontiers
 

of
 

core
 

muscle
 

training
 

(CMT)
 

in
 

domestic
 

research
 

on
 

musculoskeletal
 

pain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Methods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2014,to
 

December
 

31,2023,on
 

CMT
 

for
 

musculoskeletal
 

pain
 

was
 

retrieved
 

from
 

databases
 

including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Wanfang,and
 

VIP
 

database.Authors,research
 

institutions,and
 

keywords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were
 

used
 

as
 

network
 

nodes
 

for
 

co-occurrence
 

analysis
 

in
 

CiteSpace6.2
 

software,generating
 

visualizations
 

such
 

as
 

author
 

and
 

institution
 

collaboration
 

networks,and
 

keyword
 

distribution
 

maps.Results A
 

total
 

of
 

312
 

papers
 

were
 

included,with
 

the
 

overal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albeit
 

with
 

a
 

slight
 

de-
crease

 

in
 

the
 

past
 

two
 

years.Most
 

publications
 

were
 

from
 

medical
 

schools,and
 

authors
 

were
 

mostly
 

from
 

small
 

teams.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with
 

low
 

levels
 

of
 

inter-institutional
 

and
 

inter-
regional

 

cooperation.Research
 

in
 

this
 

field
 

w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habilitative
 

efficacy
 

of
 

CMT
 

for
 

low
 

back
 

pain
 

and
 

lumbar
 

spine
 

function.Conclusion CMT
 

has
 

shown
 

good
 

efficacy
 

in
 

treating
 

low
 

back
 

pain.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lumbar
 

spine
 

function,enhancing
 

quality
 

of
 

life,and
 

accelerating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hrough
 

earl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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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疗法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如今广泛用于康复

治疗,核心肌群训练(CMT)作为运动疗法的一个分

支,目前用于治疗肌肉骨骼疼痛取得了一定成果。
CMT的关键在于核心,人体核心是腰椎、骨盆和髋关

节组成的一个整体,因而腰椎-骨盆-髋联合体周围的

肌肉被认定为核心肌群[1]。疼痛是一种令人不愉快

的感觉和情绪方面的感受,伴实质上的或潜在的组织

损伤,肌肉骨骼疼痛是一种患病率高、疼痛持续时间

长的疾病[2-3]。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现,肌肉

骨骼疾病患者人数达17.1亿,而其中腰痛患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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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5.68亿,并且患病人数还在逐年增加,已严重影

响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4]。本研究使用文献计量学

分析方法,绘制近10年国内CMT在肌肉骨骼疼痛相

关领域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评价现有CMT在肌肉

骨骼疼痛相关研究中的变化、分布特征、研究热点和

前沿趋势等,以期促进CMT在治疗肌肉骨骼疼痛方

面的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

和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1.2 方法

1.2.1 检索策略 检索起始时间为2014年1月1
日,截止时间为2023

 

年12月31日。检索方式采用

高级检索,选取“核心肌群训练”“核心训练”“疼痛”为
主题词,检索式为“主题=核心肌群训练”OR“主题=
核心训练”AND“主题=疼痛”(精确匹配)。
1.2.2 数据处理 在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维普资

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数据库将筛选后的文献数据以

express格式导出,将导出数据汇总后在CiteSpace6.2
软件中进行格式转换,然后导入data

 

directory加载

项中绘制图谱。将 Timeslicing设置为2013—2023
年,时间切片为1年,每个时间切片提取前50,根据研

究内容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参数进行分析。在进行研

究机构的统计过程中以第一作者所在单位为准,其中

各研究机构的附属机构统一归类,不再进行二级单位

分类。以研究机构作为网络节点,在CiteSpace6.2软

件中绘制研究机构分布图谱。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从中国知网获取328篇文献数

据,从万方医学网获取385篇文献数据,从维普资讯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获取29篇文献,经2名研究人员

去重,剔除会议文献,去除与本研究不相关文献及不

能获取全文的文献,最终纳入文献312篇。
2.2 发文量 2014-2016年发文量在10篇以内,属于

研究领域的起步阶段;2017—2021年发文量高速增加,
2021年发文量达最高峰(64篇),研究领域快速发展进入

繁荣阶段;2022—2023年发文量小幅下滑。见图1。

图1  2014—2023年相关研究发文量

2.3 研究机构 发文量排名前3位的研究机构中,
首都医科大学是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7篇);排名

第2位的为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医科大学和辽宁中

医药大学,发文量均为4篇;南京中医药大学、海南医

学院、中山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郑
州市骨科医院、东南大学以3篇的发文量居第3位。
这11所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12.8%(40/
312),没有出现发文量占绝对优势的研究机构。研究

机构以独立研究和小团体的形式存在,发文量靠前的

研究机构以小团体为主,小团体内部形成的合作网络

稀疏,机构彼此间合作关系较弱。见图2、3。

图2  研究机构合作关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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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作者合作情况 共27名核心作者,发文量为59
篇。发文量靠前的核心作者发文以作者群为主,其中

以徐亮和马明为代表的作者群发文量最多(4篇),作
者群内部联系紧密;其次为以刘静和徐道明为代表的

作者群,其发文量为3篇,作者群内部联系较为紧密,
其余作者群发文量为2篇,作者群内部联系不够紧

密。见图4。
2.5 关键词共现可视化 纳入文献中频次在30以

上的有“核心肌群”“疼痛”和“腰椎功能”,由于本研究

检索主题词包括“核心肌群”和“疼痛”,暂不纳入统

计,故研究领域的热点是“腰椎功能”。见表1。中心

性在0.1以上的关键词有“腰痛”“腰椎功能”和“疗

效”,是研究领域的焦点。进而可知CMT在肌肉骨骼

疼痛相关研究中的热点是腰痛和腰椎功能的疗效。
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5。获得175个节点,304条连

线。“核心肌群”“疼痛”“腰椎功能”“腰痛”“疗效”和
“康复护理”是近10年的热点和重点,与其他关键词

的联系更为紧密。近年来,对“生活质量”和“疼痛护

理”的关注有所增加,但尚未形成紧密联系的关系网。
关键词突现图谱见图6。突现强度排前3位的关键词

分别为疗效(2.30)、舒适护理(1.56)和康复(1.50)。
近10年CMT对疼痛的疗效受关注最多;从2020年

开始CMT在康复和舒适护理方面的应用增加,是未

来的研究趋势。

图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的前十大子网络

图4  作者合作网络的前五大子网络

表1  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

频率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39 0.30 2016 疼痛

30 0.12 2017 腰椎功能

30 0.37 2016 核心肌群

18 0.07 2016 康复护理

16 0.19 2014 腰痛

14 0.11 2016 疗效

续表1  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

频率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3 0.07 2016 康复

10 0.07 2019 生活质量

9 0.01 2019 术后康复

9 0.05 2014 慢性腰痛

9 0.04 2017 疼痛护理

图5  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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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每个关键词后均有一突现条,红色小格长度表示关键词突现持

续时间。

图6  排前10位关键词突现图谱

3 讨  论

3.1 研究概况 CiteSpace软件是陈超美教授及其

团队开发的一款可视化分析软件,用以分析文献中潜

在的知识,通过对可视化图谱的解读,可获取研究领

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5]。发文量的动

态变化可反映研究领域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由图1
可见,近10年 发 文 量 整 体 呈 波 动 上 升 趋 势,表 明

CMT用于治疗肌肉骨骼疾病在近10年来逐渐受到

关注,但目前尚未形成相应专家共识或指南指导临床

治疗。发文量在经历快速增长后近2年有小幅度下

滑,考虑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聚集性活

动受限制,前期实验不便开展。并且本研究仅统计了

CMT对肌肉骨骼疼痛相关研究在国内发表的文献数

据,未统计国外数据库收录情况,可能造成研究结论

不准确。由图2可见,研究机构多为医学院校,各研

究机构以独立研究为主,有少量小团体联合研究,缺
乏有影响力的大型团体合作。由图3可见,研究机构

合作网络排前10位的团队内部地域为位置相近,跨
地域合作较少,团队内部合作不够紧密,机构之间的

合作深度及广度尚有待于提高。排名第1位的首都

医科大学发文量为7篇,早期为独立研究,近期与中

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

学院和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有合作关系;首都医科大

学发文中5篇与腰痛相关。郄淑燕等[6]和刘丽爽

等[7]发现,CMT可减轻患者疼痛,提高静动态姿势控

制能力,改善腰椎功能,缩短治疗周期,提高生活质

量。乔彩娜等[8]发现,CMT用于产后骶髂关节功能

障碍患者中取得了显著而持久的疗效。章耀华等[9]

研究表明,CMT可有效缓解髌股疼痛综合征患者的

疼痛症状,提高膝关节功能,改善动态平衡能力。依

据普莱斯定律将发文量2篇及以上的作者定义为该

领域的核心作者[10]。本研究结果显示,共27名核心

作者,发文量为59篇,占总发文量的18.9%(59/

312),表明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稳定高产的核心作者和

作者群。由图4可见,发文量排前5位的小团体之间

发文量差距不大,小团体之间合作关系不够紧密,尚
未形成有影响力的合作群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如徐亮、马明、赵祥虎和卢洁为主的核心作者团队,其
研究关注的重点仍是以腰痛为主。潘伟超等[11]认为,

CMT能更好地激活核心,维持髋-骨盆-腰椎的生物力

学平衡,减少腰椎局部压力,从而改善腰痛症状。妊

娠期和哺乳期通常被视为特殊时期,用药和物理治疗

均受到限制,范友强等[12]和刘艳丽等[13]研究结果为

CMT改善妊娠期和产后腰痛提供了依据。徐亮等[14]

还发现,髌股疼痛综合征与下肢生物力学的功能障碍

有关,通过CMT可更好地激活深层核心肌群,增强腰

椎稳定性,纠正异常姿势,改善下肢的生物力学关系,
修正髌股关节异常的运动轨迹,减轻髌股关节承受的

负荷,从 而 减 轻 疼 痛 症 状。以 上 研 究 集 中 发 表 在

2018—2019年,后续未再就CMT对腰椎和下肢关节

生物力学变化和改善疼痛机制等进行更深入分析。

3.2 研究热点 关键词可体现一篇文章核心与精

髓,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关键词共现分析常被

用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15]。节

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由中心性表示,中心性越大则节

点越重要。2002年KLEINBERG[16]提出了突发性检

测算法,通过对词频时间分布的观察,将频次增长速

度快的突发词从大量的常用词中检测出来,用以分析

该领域的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突现强度为该关键

词在短时间内被频繁使用的强度,突现强度越大表示

在该领域受到的关注越多。由表1可见,高频且高中

心性的几个关键词为“腰痛”“腰椎功能”和“疗效”。
故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集中在腰痛和腰椎功能疗效方

面。1992
 

年著名的生物力学学者
 

PANJABI[17]提出

维持腰椎稳定性的三亚系模型,即被动支持亚系包含

骨骼、韧带、椎间盘、筋膜等,提供内源性稳定;主动支

持亚系包含核心肌群与肌腱,提供外源性稳定;中枢

神经系统亚系以神经回路控制肌肉收缩时间、顺序与

强度。腰椎稳定的三亚系理论的提出为CMT治疗腰

痛和改善腰椎功能提供了生物力学基础。核心肌群

位于身体的中轴,在运动时起到传递和协调的作用,
核心肌群力量下降导致生物力学平衡破坏,核心稳定

性下降,人体运动表现和运动控制能力下降,容易发

生运动损伤,加速机体退行性改变的发生,造成反复

肌肉骨骼疼痛[18]。CMT具有增强核心肌群肌肉力

量、提升核心稳定性、增加组织血流量、提升血浆β-内
啡肽水平等作用,对减轻肌肉骨骼疼痛具有积极意

义[19]。本研究纳入文献关注的腰痛类型比较多,包括

慢性非特异性腰痛、产后腰痛、妊娠期腰痛、术后腰痛

等,CMT治疗腰痛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对腰痛的预防

和减少复发具有积极意义[20]。CMT对腰椎功能的改

善主要围绕在增强核心稳定性、改善腰椎小关节关

系、增加腰椎活动度、降低腰椎功能障碍指数等方面

展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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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趋势和前沿 本研究对关键词突现图谱分

析可看出近10年研究趋势变化:2014—2017年的研

究关注的是 CMT对中老年腰痛的康复治疗效果;

2018—2019年的研究更注重CMT和物理治疗联用

的康复效果,CMT对术后患者康复的影响开始受到

关注;2020—2023年的研究重点为CMT与手法治疗

和护理手段的联用对肌肉骨骼疼痛患者的影响。由

图6可见,近年来,对“康复护理”和“生活质量”的关

注有所提升,因而该领域的前沿方向有3个:(1)CMT
联合手法治疗对肌肉骨骼疼痛患者的影响。手法训

练有松解粘连组织、放松痉挛肌肉、纠正小关节紊乱、
改善局部微循环等作用,手法与CMT相结合可更好

地缓解患者的疼痛症状,促进腰椎功能恢复,减少复

发[22-23]。(2)CMT对肌肉骨骼疼痛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CMT可提高患者腰椎活动度,降低腰椎功能

障碍指数,帮助患者快速胜任日常工作,提高生活质

量[24-25]。(3)CMT在术后早期康复的应用。随着快

速康复学的发展,在康复护理的协助下腰痛术后患者

进行早期腰背肌核心肌力训练可缓解术后疼痛,改善

患者脊柱功能及步行能力,缩短患者康复时间[26-27]。

3.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从时间维度上对CMT
在肌肉骨骼疼痛相关研究进程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

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就目前

纳入数据而言,CMT对肌肉骨骼疼痛有疗效,特别是

对腰痛的治疗有肯定的疗效,并对改善患者腰椎功能

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在术后早期进行

CMT有助于患者快速康复。但目前研究更注重临床

疗效,对CMT方式、负荷程度和监控调节手段的研究

不足。在未来研究中首先应规范化和科学化CMT的

临床应用,制定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其次注重作者

之间跨地域及跨机构合作,提高整体学术影响力,推
动CMT在肌肉骨骼疼痛治疗中的应用。

3.5 本研究局限性 (1)仅提取了3个中文数据库

中的文献,未收集外文数据库资料。近年来,国内研

究选择外文期刊发表的数量逐年增加,因此,可能导

致研究结果不够准确。(2)文献样本量可能不足,所
反映的研究内容及热点可能未覆盖此领域所有内容,
造成研究结果偏倚。(3)纳入文献质量参差不齐,低
质量文献所占比例较高,可能影响最终结果。(4)所
选取的软件无法对文献内容进行分析,只能初步呈现

CMT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的研究现状,无法进行深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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