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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CiteSpace对我国近20年“六字诀”的研究深入剖析，以期了解它们当前的发展情况、

研究焦点及未来走向。方法：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2003年1月~2023
年7月六字诀的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对“六字诀”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其发文量、作者、机构和

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展示。结果：407篇文献被纳入研究。其发文量显示，六字诀论文呈逐年上升趋势；

作者和机构分析发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王振伟团队、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孙淑菊团队以及

福建中医药大学的陈锦秀团队是研究六字诀的核心团队；王振伟是发文量最高的作者，发文量为11篇；

关键词分析结果显示，研究主要包括六字诀改善患者的生活治疗以及为肺功能、肺康复、便秘、脑卒中、

心脏康复等方面的辅助治疗；关键词突现结果显示，治疗、健身气功突现强度较高且持续至今。结论：

近20年来六字诀在护理领域应用的相关研究较少，发文量较低，但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趋

向于六字诀的联合干预、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和改善肺功能的研究，作者及各研究机构间应该加强合作交

流，增加研究领域的深度及创新性，促进六字诀相关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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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hina’s “six-character formula” research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rough CiteSpa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curr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focus, and future direction. Method: Retriev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Wanfang database, and VIP database 
from January 2003 to July 2023. Use CiteSpac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and 
display its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Result: 407 articles were in-
cluded in the study.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shows that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papers are 
on the rise year by year; The author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Wang Zhenwei team 
fro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affiliated hospitals, the Sun Shu-
ju team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Chen Jinxiu team from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the core teams studying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Wang Zhenwei is the author with the highest publication volume, with 11 articles pub-
lished; The keyword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mainly includes six-character formula 
to improve the life treatment of patients and auxiliary treatment for lung function, lung rehabili-
tation, constipation, stroke, heart rehabili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e results of keyword emer-
gence show that the intensity of treatment and fitness qigong emergence is high and continues to 
this day. Conclusion: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
tion of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in the nursing field, and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has been low, 
but the overal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s on the rise. The research hotspots tend to focus on the 
joint intervention of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im-
proving lung function.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crease the depth and innovation of the research field, and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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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六字诀又名六字气诀，是我国自古流传下来的一种养生保健方法。调息、行气等呼吸方式即称呼吸吐

纳，古曰：“吹呵呼吸，吐故纳新”，吐纳法方法众多，其中就包括了口鼻呼吸[1]。祖国医学认为一呼可

以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一吸可吸收到新鲜空气中的阳气，同时还可通过呼吸吐纳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

谢。习练六字诀需要在深呼吸的同时配合念字诀的方式进行吐纳调息，所念的六个字诀包含“嘘、呵、呼、

呬、吹、嘻”，分别对应人体脏腑的肝、心、脾、肺、肾、三焦[2]。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通过习练六字诀，

能够调和脏腑，舒缓压力，对身体的各个器官如肝、心、脾、肺、肾、三焦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所以在

临床上经常应用于各种疾病的康复治疗与患者的情绪缓解[3] [4]。然而，目前关于六字诀的研究集中于治疗

各类疾病的临床疗效以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缺少对过去二十年来六字诀研究文献的可视化研究。 
由于 CiteSpace 能够帮助研究者可视化和分析科学文献中的趋势、网络和模式，目前常被用来识别研

究领域的关键点、研究前沿以及知识发展的轨迹[5] [6]。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6.1.R6)软件构建作者、机

构以及关键词等多个角度的知识图谱，并通过知识图谱对六字诀的研究文献开展计量学分析和可视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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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今后研究六字诀的学者提供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维普数据库等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的主题为“六字诀”OR“吐

纳法”OR“六字诀呼吸操”OR“六字诀气功”OR“六字延生诀”OR“呼吸六字诀”，检索的时间范围

为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1 日。 

2.2. 纳入标准 

① 与六字诀相关的文献；② 文献发表时间为 200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7 月 1 日。 

2.3. 排除标准 

① 重复发表的文献；② 科普宣传、征稿通知及会议摘要等。 

2.4. 数据分析 

使用 CiteSpace(6.1.R6)将文件记录输出为“Refworks”，然后将其转化为能够被软件识别的数据格式。

设置时间参数为 2003~2023 年，时间切片大小设置为 1。调整 TopN = 50，TopN% = 20%，后分别对作者、

研究机构及关键词聚类进行可视化分析。 

3. 结果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后共得到文献 1563 篇，通过使用 Note Express 文献管理软

件对其进行去重以及人工手动筛选处理后最终得到 407 篇有效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1。 
 

 
Figure 1. Literature screening flow chart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3.1. 发文量分析 

发文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近十年呈波动式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中医护理的发展和医务人员认

识的提高，六字诀呼吸法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尤其在最近五年来发文量呈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

这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爆发，六字诀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康复有较好效果有关。 

3.2. 作者网络分析 

如图 2 所示，六字诀文献研究作者合作关系图谱中有 419 个节点，906 条连线以及为 0.0103 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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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的字体大小代表了发文量的多少；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

系；网络密度代表作者的分布密度。由图可知，该领域已经形成具有广泛联系团队，如以王振伟、杨佩

兰为代表的第一大团队，相互之间联系较为紧密；第二大团队以陈锦秀为代表；此外还有如魏胜敏、沈

倩等许多独立研究的作者。将六字诀发文量超过 4 篇的作者由高到低排序，其中，发文最多的作者是王

振伟，其次是陈锦秀、杨佩兰、孙淑菊、郑信团等，见表 1。 
 

 
Figure 2. Six-character formula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图 2. 六字诀作者合作网络 
 
Table 1. Authors with more than 4 articles 
表 1. 发文量超过 4 篇的作者 

排序 作者 发文量(篇) 排序 作者 发文量(篇) 

1 王振伟 12 12 王旭 5 

2 陈锦秀 10 13 季思勤 4 

3 杨佩兰 8 14 张文霞 4 

4 孙淑菊 7 15 王宪举 4 

5 郑信团 6 16 吴卓 4 

6 陆明 5 17 姬爱冬 4 

7 朱垚 5 18 杜昌宏 4 

8 涂人顺 5 19 张舒 4 

9 毕鸿雁 5 20 鲍玉晓 4 

10 汤杰 5 21 刘芳 4 

11 涂人顺 5 22 沈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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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构分析 

利用 CiteSpace 中的 Institution 模块对各发文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计算得到 278 个

节点，211 根连线，密度为 0.0055。节点的大小代表了机构的发文量，节点越大发文量越大，反之越小。

通过对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各机构间缺乏沟通合作及多学科交流，仅有南京地区机构、上

海地区机构之间形成网络合作，但发文合作较少，缺乏持续稳定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合作都是同一个

地区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很少有跨区域、跨机构之间的合作。开展六字诀疗法的主力机构是南京中医药

大学，发文量为 11 篇。其次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等，见表 2。 
 

 
Figure 3. The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of six-character formula research 
图 3. 六字诀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Table 2.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more than 5 papers 
表 2. 发文量超过 5 篇的研究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1 南京中医药大学 11 

2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7 

3 上海中医药大学 7 

4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7 

5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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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6 

7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 

8 福建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6 

9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5 

3.4. 关键词分析 

3.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与核心内容进行精炼的概括，通过共现图谱分析，能够对该研究领域中各个研

究热点的分布及发展状况进行了解[7]。由于文献数量多，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便将含义相近但表述不

同的关键词进行合并规范，如六字诀、六字诀法、健身气功六字诀、呼吸六字诀规范为“六字诀”；护

理、护理干预规范为“护理”；临床研究、临床应用、临床观察等规范为“临床研究”。运用 CiteSpace6.1.R6
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共形成节点 375 个，连线 904 条，网络密度为 0.0129。见图 4。六字诀研究

中文文献频次前 20 位的关键词中六字诀出现频次最高(161 次)，其次分别为肺功能(31 次)、健身气功(23
次)、生活质量(21 次)、肺康复(21 次)，见表 3。可见热点研究集中在肺功能、肺康复和生活质量方面，

联合其他中医护理干预、临床研究等方面。 
 

 
Figure 4. Keywords map of related literature of six-character formula 
图 4. 六字诀相关文献关键词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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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op 20 keywords of six-character formula research literature frequency 
表 3. 六字诀研究文献频次前 20 位的关键词 

序号 作者 频次 序号 作者 频次 

1 六字诀 160 11 五禽戏 10 

2 肺功能 31 12 穴位按摩 10 

3 健身气功 23 13 脑卒中 9 

4 生活质量 21 14 中老年人 9 

5 肺康复 21 15 大学生 8 

6 八段锦 17 16 心脏康复 7 

7 吐纳法 15 17 呼吸操 7 

8 康复 13 18 失眠 7 

9 稳定期 12 19 运动耐力 7 

10 便秘 11 20 冠心病 7 

3.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对科研论文进行检索的标识，它是对文献主题概念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的一种手段，而关

键词中心度则体现了其在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对一个学科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研究热点[8]。聚类知识图谱以 Cluster View 形式呈现，共由 375 个节点，904
条线组成，网络密度为 0.0129。聚类指数 Q 值和轮廓性指数 S 值分别为 0.6768，0.9087，表明具有较高

的可信度，见图 5。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一共获得 10 个有意义的聚类，主要为六字诀、肺功能、八段锦、

吐纳法、中老年人、治疗、干预等。可以看出中老年人是重要的关注对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是六字诀重点关注的疾病，见表 4。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network diagram of six-character formula 
图 5. 六字诀关键词聚类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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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luster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six-character formula research literature 
表 4. 六字诀研究文献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聚类号 规模 轮廓值 年份 聚类标签 关键词 

#0 63 0.975 2015 六字诀 六字诀、临床研究、肺功能、导引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 51 0.832 2015 肺功能 肺功能、肺康复、稳定期、生活质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 36 0.872 2013 八段锦 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健身气功、五禽戏 

#3 34 0.885 2013 吐纳法 吐纳法、便秘、抵抗疾病、卧床、骨折 

#4 25 0.931 2011 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影响、意念、导引术、运动耐力 

#5 23 0.852 2010 治疗 治疗、气功、呼吸、视功能、吐故纳新 

#7 13 0.859 2014 干预 干预、大学生、中医药、术后不良反应、综述 

#8 13 0.967 2013 陶弘景 陶弘景、南北朝、《养性延命录》、肢体动作、吐纳 

#9 9 0.968 2022 导引 导引、拳法、形气相感、腹式呼吸、五行学说 

#10 8 0.99 2007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下唇、自然吸气、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左手 

3.4.3. 突现词分析 
在关键词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现分析，见图 6。关键词的突现是指在一段时期内，关键词出现频率急

剧增加的现象，它表示了一个时期内该研究的热点。其中，Keywords 表示节点类型；Year 是节点出现时

间；Strength 是节点突现强度，其数值越大表示突变强度越大；Begin 指的是突现词的起始时刻；End 是

突变的终止时间。关键词突现可用来作为一个参照指数，用来衡量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发展前沿和研

究动向，以突显关键词为节点，时间为轴显示，蓝色方形表示各时期出现的时间，用红色方形表示关键

词在某段年份突现的时间。从图中可看出，生活质量、肺功能、康复、脑卒中是近年来受关注的研究热

点，治疗、呼吸操、健身气功为较长一段时间的突现。 
 

 
Figure 6. The burst analysis of the key words in the six-character formula literature 
图 6. 六字诀文献关键词的突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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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祖国医学认为，六字诀能够通过改善督脉的气血运行，激发相应脏腑的经气，从而起到调节脏腑的

功能，进而达到治病保健、强身健体的目的[9]。另有研究[10]表明，六字诀是一种简单易行、安全可控

的健身气功功法，适合国人强身健体、治疗疾病的需要。此外，六字诀通过意念、呼吸和动作三方面的

配合，实现“调身–调息–调心”，具有宁神舒肝、通郁调神的功效，能有效地缓解患者的消极情绪，

如抑郁、焦虑等[11]。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6.1.R6)软件实现了对六字诀研究范畴内的主导作者、参与机

构、当前研究态势以及趋势热点的可视化探讨，为临床实证研究及其实践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参照。 
在六字诀的发文量统计上，六字诀的发文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与国家和相关人员对六字诀的

发展愈发重视有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马礼堂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对六字诀在推广方面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马礼堂不但将六字诀的习练方法及原理编写成多部书籍，还在媒体上对六字诀进行了演

练和推广。2003 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气功管理中心首次创编了健身气功·六字诀，使六字诀能够很好的满

足大众健身多元化选择的需求。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大

力发展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的发展。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了中国目前社会负担加重、

医疗问题突出、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等诸多不良的社会影响。六字诀的特点在于技术动作与西方体育项目

相比而言相对封闭、节奏缓慢，具体表现为：六字诀的动作不涉及大幅度移动、不追求速度，其节奏平

缓，可独自完成，所需空间小，注重于身体内部的感应和呼吸的协调。通过缓慢、封闭的动作，以及内

在的调节和意念的引导，六字诀能够帮助练习者培养身心的和谐，并达到健康、放松和增强内在能量的

效果。因此，成为了大多数老龄群体的首选运动项目。“六字诀”的大范围推广能够有效的对老年人群

体的生理、心理等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了各方面的压力，维持社会稳定和谐

的大环境[12]。此外，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中明确提出，要在新的一段时间内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不断积极地

推进中医药相关的科研研究[13] [14]。 
在作者发文量统计上，以作者为网络节点绘制出的图谱密度为 0.0103，可以得到机构内部的发文合

作较多，内部联系较为紧密。比如，发文量第一的王振伟教授和发文量第三的杨佩兰都来自于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然而以研究机构为网络节点绘制出的图谱密度为 0.0055，说明机构之

间，地区之间的发文合作较少，其中上海、南京之间虽有合作，但是合作较少，需要加强合作。经过分

析不难看出在六字诀研究方面上海地区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已经和其他地区的学院及其附属

医院形成了明显的差距，这和上海的经济、科研实力以及中医药发展底蕴强有关，在后续的研究之中，

其他地区的机构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并加深和上海的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而促进六字诀能得到更好

的发展。 
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揭示了六字诀研究的核心主题。关键词作为研究主题的浓缩和精华，汇总不同论

文中的关键词可揭示出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研究焦点[15]。中介中心性衡量的是网络中的集中度或分散度，

中心性指标较高表明其在特定研究领域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若关键词的中心性指数 ≥ 0.1，则认为它们

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这意味着这些关键词可以充分映射出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显示出它们在六字诀

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且紧密相关[16]。对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图谱进行分析，发现六字诀的发展趋势及研究

热点可归纳为以下 3 个方面：① 六字诀呼吸法在不同病症中的应用效果研究；② 六字诀呼吸法与其他

中医护理适宜技术的联合应用研究；③ 六字诀呼吸法护理干预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焦虑状态的研究。

目前，六字诀呼吸法的应用病种较为广泛，特别是肺部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等)、脑卒中等。COPD 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且老年人由于抵抗力和身体素质的下降更容易患

病，此外，该病不但发病持续时间长且反复发作，故对该病的研究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和难点，由于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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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具有调节肺功能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李冬秀等[17]从呼吸肌入手发现，六字诀能

够通过提高呼吸肌力缓解呼吸肌疲劳以改善肺功能进而达到缓解 COPD 的症状。六字诀的动作平缓且简

单，非常适合老年 COPD 患者采取该方式进行运动，李蓉[18]通过研究发现坚持采用六字诀呼吸操锻炼

身体能够提高慢阻肺稳定期的老年人治疗疗效。李宏强等[19]通过比较采用六字诀和不采用六字诀的两组

中学生 COPD 患者的运动耐力得到六字诀对于患者的运动耐力有一定的提高。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以

势不可挡的趋势席卷全球，很多新冠患者的肺部功能出现障碍甚至引发肺炎，引发了一众学者对其开展

临床研究。苑沛然等[20]对 2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使用六字诀进行干预发现六字诀能够减轻新冠病毒

对肺部的损伤。脑卒中是目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21]，
1990~2019 年全球脑卒中病人数量增加 70.0%，脑卒中流行率增加 85.0%，且越来越趋向年轻化。陈焰南

等[22]认为脑卒中会造成患者肺部呼吸困难，其研究显示，六字诀可以改善呼吸肌力和耐力、增加肺通气

量以及激发呼气时的呼气流速。针对六字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慢性疾病的临床疗效，六字诀干预疾病的

机理研究不够全面且不够深入，更加全面深入的机理研究尚未形成研究的热潮。在六字诀的文献关键词

中，八段锦、穴位贴敷、五禽戏等词汇出现的频次较高说明六字诀和其他健身方法、中医技术结合起来

用于治疗不同的疾病，同时也说明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会达到大于一种方法的治疗效果。如奚明昆[23]、
郑萤萤[24]分别将六字诀与八段锦即穴位贴敷联合应用进行研究，有效提高了 COPD 患者的肺功能。

COPD 等慢性疾病由于治疗周期长且身体不适感强，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故六字诀在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方英[25]、张美林等[26]、程羊等[27]的研究。 
关键词突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领域内的研究前沿[28]。由图 6 可以得到，2005~2010 年六字诀

的前沿热点集中于治疗失眠，主要是糖尿病患者的失眠[29] [30]。2010~2015 年六字诀的研究人群中老年

人居多，这与中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发病率更高有关。2015~2020 年学者更关注于六字诀和其他方法(如穴

位按摩和易筋经)联合改善肺功能和提高运动耐力的研究[31] [32]，说明该阶段六字诀开始和其它方法的

联合在临床上的应用得到广泛推广。2020 至今的研究集中于脑卒中的生活质量的研究[33] [34]，反映出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实现患者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5. 总结 

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建议未来六字诀的研究考虑以下几点：① 加强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争取

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② 六字诀、生活质量、肺功能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六字诀在不同疾病中对生

活质量及其症状的改善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六字诀的临床研究仍然是核心内容，要注重标准化、优

势病种筛选、疗效评估指标的建立，推动六字诀的广泛应用。③ 六字诀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与生活和

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目前的情况，研究者应把握时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六字诀的相关研究进行

积极地改进与创新。 
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 20 年来六字诀在临床上

的应用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另外，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在中文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未来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纳入英文数据库进行分析，进一步对比国内外六字诀的护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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