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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佗五禽戏作为健身气功功法在2005年和2011年分别被列为安徽省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运用

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7篇与华佗五禽戏相关的文献进行统计,对核心关键词及其

突现词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还没有形成华佗五禽戏核心作者群和研究机构群,华佗、养
生、健身气功、导引、传承是主要研究热点,养生文化是当前研究前沿。今后研究者应重点关注华佗五禽戏

研究核心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五禽戏研究内容的多元与深化、研究视角的拓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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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华佗五禽戏,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在参

考古代“导引术”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

物的典型动作、神态以及中医有关人体脏腑、经络和

气血等理论汇编而成的蕴含传统保健、养生、健身于

一体的气功功法[1]。由于五禽戏对练习时间和场地

要求简单,适用于各类人群;又因其既可防病健身,无
病先防,消除或减轻病症[2],又融合了养生文化和道

家文化,在历史、体育医疗及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

值[3],因而2005年被列为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简称“非遗”)项目,2011年又被列入第三批国

家“非遗”名录,2003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重新编排

并向全国大力推广五禽戏的健身功法,在国务院印发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推动下,陆续引

起了中医、哲学、体育、教育等领域对华佗五禽戏研究

的兴趣与探讨。
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系统梳理

2000—2022年23年间华佗五禽戏研究相关的国内

文献,经过科学知识图谱的量化分析,旨在揭示此领

域的发文趋势、核心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合作、
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等情况,以期为后继华佗五禽戏

研究方向提供参考依据,助力华佗五禽戏的弘扬与

创新。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以中国学术期刊数据总库(CNKI)检索文献,采
用“高级搜索”功能,以“华佗五禽戏”为主题进行检

索,检索时间设置为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

3日,精确匹配后进行搜索,共得到220篇中文文献。
经过对文献的仔细筛选,剔除广告、未标识作者的文

献、科技成果、报纸、与主题无关等无效信息,最终获

得207篇有效文献(见图1)。文献以CiteSpace能读

取的“Refworks”格式导出,并将转码处理过的样本

数据导入CiteSpace进行进一步的可视化分析。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美国华裔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一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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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华佗五禽戏的发文量变化趋势

泛地运用于科学文献分析与处理的知识可视化分析

软件,也是文献计量分析研究方法中功能最完备、最
简便、最快捷的一种代表性计量工具[4]。CiteSpace
软件主要是通过研究期刊发文、文献作者、研究机构、
关键词等信息对导出的文献进行检索,生成作者、研究

机构、关键词共现、聚类和时区等图谱,并对这些科学

图谱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解释文献相关领域的研究

结构关系、动态发展过程、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本文

选用CiteSpace5.8.R3(64bit)版本,导入“华佗五禽戏”
研究的相关文献数据,时间跨度设置为“2000年1月-
2022年6月”,时间切片设置为“1”。然后,利用CNKI
和EXCEL等相关软件计量统计文献,制作发文量发展

趋势图;利用CiteSpace5.8.R3绘制生成“华佗五禽戏”
科学知识图谱,以系统、直观地方式透视和准确把握

“华佗五禽戏”研究整体状况,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5]。
三、研究结果

(一)核心作者及其合作图谱

核心作者是指对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较大

贡献的主要研究者,分析这一群体有利于把握该研究

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和整体研究态势。对照普莱斯定

律中对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出华佗五禽戏研

究发文量最少达到2篇的作者才是核心作者。为进

一步观察核心作者间的合作情况,利用CiteSpace中

的author模块对核心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发

现,虽然“华佗五禽戏”核心作者之间合作的连线比较

多,但都是小的合作团队,且两人合作的团队比较多,
合作力量较弱;同时,他们之间的合作时间比较早,发
文也比较早。这说明华佗五禽戏的研究还比较分散,
缺乏学术合作。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研究者主要

包括医生、高校教师和硕博研究生,其中高校教师和

硕博研究生、医生与高校教师已经开始形成研究团

队,成为华佗五禽戏研究的核心力量,如安徽中医药

大学周亚东及其研究生赵倩文、周琦等以华佗五禽戏

推广、养生为主的研究;医生沈茂荣、冯彦江与周侠等

以华佗五禽戏锻炼对骨质疏松患者骨代谢与腰椎骨

密度影响的研究。
(二)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图谱

通过研究机构分析可以探测以“华佗五禽戏”为
主题研究的单位发文与合作状况。利用 CiteSpace
软件生成主要研究机构的合作图谱,华佗五禽戏的主

要研究机构主要在其发源地亳州的各种教学组织机

构,如亳州学院、华佗中医院、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等。
研究机构间有合作与交流,其中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与

亳州机电信息工程学校之间多次合作;高校与中医院

之间合作的比较多,特别是中医类高校与中医院之间

的合作,如广西中医药大学与其附属骨伤医院、广西

防城港市中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形成合作网络

关系,安徽中医药大学与其第二附属医院、中国药科

大学都有学术交流;作为华佗故里的专业协会组织,
亳州市华佗五禽戏、武术、健康等协会之间都有合作

关系。除此之外的其他机构分布离散,彼此之间缺乏

合作。总的来说,华佗五禽戏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比较

少,还未形成群簇现象,说明该领域研究机构之间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都有待提升。
(三)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和内容精炼的表达,通过关键

词的频次、聚类等分析可以探测研究的热点。因为本

文搜索的主题词是“华佗五禽戏”,因而“五禽戏”的频

次最高,节点最大,中心性最强,覆盖了整个研究时

间。因此为了研究设计的严谨性,本文剔除了关键词

“五禽戏”。运行CiteSpace软件后,以keyword为节

点、时间切片长度为1、选取TOP50的关键词,路径

对切后,分析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和时区图谱,探讨研

究热点与前沿研究趋势。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一般是通过分析关键词的

词频和中心性实现的。词频分析是指分析某研究领

域内关键词的频次,寻找或锁定其热点,一般以关键

词共线网络图谱中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的中介

中心性是指知识图谱中的节点对与之相连的两个节

点的控制能力,一般以连线粗细表示,并且普遍认为

关键词节点大于0.1的才比较重要。本文根据软件

统计结果,合并与剔除共现图谱上相似的词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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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高于5、中介中心性大于等于0.1的关键词,得
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2)。除了检索词外,将高

频和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将一些相似的

关键词进行合并,将排名前10的关键词统计结果制

成表格(见表1),这些词主要是“华佗”“健身气功”
“运动健身”“养生”“传承”“发展”和“导引”等。

图2 华佗五禽戏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表1 华佗五禽戏的频次与中心性(排名前10)

序号 高频次前5位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高频次前5位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华佗 23 0.75 6 发展 7 0.15

2 健身气功 11 0.66 7 导引 9 0.12

3 运动健身 16 0.58 8 骨质疏松 6 0.07

4 养生 16 0.26 9 治未病 5 0.03

5 传承 15 0.24 10 亳州 5 0.02

  聚类分析是指分类收集数据,对类似的对象集合

与分组,以此呈现研究主题结构,推断出研究热点。
以LLR(Log-LikelihoodRate,LLR)进行聚类(集
群),并以该算法中最高的特征词命名聚类名称,共得

到14个关键词聚类结果,生成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若Q 值大于0.3,则图谱的网络结构显著……若S
值大于0.5,则聚类结果合理;若S 值大于0.7,聚类

结果具有高信度;得分越接近1,表示网络的同质性

越高。”[6]通过聚类图可得出该网络Q 值为0.8127,

S 值为0.982,说明该图谱结构比较显著,而且聚类

非常合理。为了更具体的了解聚类包含关键词的信

息,需要对聚类包含的主要关键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见表2),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热点一,华佗五禽戏与养生研究。养生研究包括

0#五禽戏、1#养生文化、3#养生和10#东汉末年4

个聚类。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养生是华佗五禽戏

研究中的一个高频关键词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养生

是东汉末年医学集大成者、神医华佗融合中医防病治

病的“治未病”思想与健心强身的养生思想创编而成

的,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摸索,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各式

养生方法和丰富的养生文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华佗五禽戏的养生进行了学术研究,如周亚东和赵倩

文从养生思想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通过动静结合,
形神兼养以实现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策略[7];代志

星和刘海连认为华佗五禽戏作为我国传统的体育保

健体操与中医气功,吸收了“道法自然”的老庄思想、
“天人合一”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中医养生理念,从
不同视角挖掘其在健身娱心、益寿延年等方面的效

用[8];周琦从传承和发展养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探

讨华佗五禽戏“形、气、神”的术式操作和养生机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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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省伟、储志东等以健康中国时代为背景,运用版本

学、古籍整理学和文献断代辨伪学等方法探讨五禽戏

的起源、发展流变与养生文化要义,探寻传统体育养

生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助力全民健身[10]。
表2 华佗五禽戏聚类

聚类号 聚类大小 聚类轮廓值 年份 标识词

0 65 1 2013 五禽戏;华佗五禽戏;养生法;动作要领;养生术

1 30 0.992 2016 养生文化;麻沸散;华佗;中医药现代化;传统体育养生

2 24 0.997 2015 传承;传播;养生思想;研究;五禽戏

3 23 0.913 2015 养生;导引;发展;本土武术;脏腑

4 13 0.96 2008 机理;审美;养身健身;哲学;运动

5 11 0.973 2012 九功法;健身气功;历史源流;发展对策;源流;

7 8 0.983 2013 华佗传;封面故事;旅游体育活动;体验式;历史传承

9 7 0.997 2010 骨代谢;骨质疏松;老年人;绝经女性;体医结合

10 7 0.994 2009 东汉末年;我国古代;保健体操;体育思想;强身健体

11 5 0.986 2006 武八段;渐行渐远;健身观念;天人合一;人体脏腑

12 5 0.993 2011 应用;价值;现代;华佗五禽戏;华佗

13 5 0.942 2017 功法;方法;治未病;中医气功;华佗五禽戏

15 4 0.994 2016 文化传承;宣传;五禽戏;华佗五禽戏;华佗

16 4 0.993 2008 消化系统;燕麦片图形人;功能紊乱;华佗五禽戏

  热点二,华佗五禽戏与传承研究。五禽戏传承研

究包含2#传承、4#机理、7#华佗传、12#应用和15
#文化传承5个聚类。从表1和表2看出,“传承”是
华佗五禽戏频次和中心性比较大的一个关键词,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聚类。华佗五禽戏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中,兼容中医治未病思想、养
生文化、哲学、审美等,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深邃、
最鲜明的特征。华佗五禽戏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社

会价值,彰显了华佗五禽戏在全民健身、美育、哲学和

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普及和应用的传承价值[11];在华

佗五禽戏的传承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庆武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中的问题及

传承对策[3]191;夏宏武、张雷从中医人才培养角度建

议从课程教学、校本课程开发、传承联合体打造、五禽

戏竞赛与交流互动,以及培育五禽戏文化品牌等方面

进行五禽戏的传承[12]。
热点三,华佗五禽戏与气功功法研究。气功功法

研究包含5#九功法、11#武八段和13#功法3个聚

类。华佗五禽戏是兼容传统保健、养生、健身于一体

的气功功法,对华佗五禽戏气功功法做出突出贡献的

是华佗五禽戏第57代传人董文焕先生的嫡传弟子夏

克平医生,他在中国医学气功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

上强 调 气 功 功 法 要 以 意 导 气,形 随 气 动,内 外 兼

修[13];他还在该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上介绍了华佗

五禽戏功法健身的优势,无病先防与既病防变2种治

未病的方法[14]。气功的调息方式———导引术,是由

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健身方法发展而来,强调在习练过

程中形、气、神三合一[15]。杨新科以陶弘景的记载质

疑五禽戏的导引术,认为华佗五禽戏的实质是融治疗

疾病、技击及养生一体,并推动了导引术与技击的潜

在结合[16]。
热点四,华佗五禽戏与体医结合研究。体医结合

研究包括9#骨代谢和16#消化系统2个聚类,聚类

的标识词说明华佗五禽戏对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女性

月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功效,在中医理疗领域得到广

泛运用,也产生了一定的功效。从表1、表2和图2
可以看出,骨质疏松是频次和中介性比较强的一个关

键词,也是聚类9中一个重要的标识词。沈茂荣、冯
彦江等人从医学临床研究中认证了经常练习华佗五

禽戏可以有效地提高老年性骨质疏松患者的腰椎骨

77

黄春霞,等:华佗五禽戏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密度,对他们的骨代谢也有积极作用,是老年人防治

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有效方法[17];王博、吴鹏等研究发

现,浙江中医药大学体育部在传统五禽戏的基础上通

过校正与改良五禽戏的动作,可以更大程度地增加骨

效应[18]。
(四)研究前沿

关键词时区图谱能直观地呈现某研究领域不同

时间节点上研究演进与发展的趋势,可以探索该领域

研究的动态演进和前沿趋势。图3为华佗五禽戏的

关键词时区图谱,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出华佗五禽戏在

不同时间维度上的演进和研究趋势。某一时间节点

上关键词数量的多少与当时研究者发文的数量一致,
不同时间节点间连线的数量代表其间的紧密程度。
由图3可知,2000—2007年的关键词最少,仅为五禽

戏、华佗和作用,且连线较少,此时是华佗五禽戏研究

的起步摸索阶段;2008—2016年呈现的关键词最多,
连线也多,说明这个阶段的研究和关注点最多,是华

佗五禽戏的爆发期;2017年之后研究热点和研究连

线相对较少,但仍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进入研究平稳

深化期。从关键词研究持续的时间上来看,只有“养
生文化”(2019-2022年)研究持续到2022年,说明

了养生文化研究是华佗五禽戏研究的前沿。

图3 华佗五禽戏的关键词时区网络图谱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 主 要 运 用 CiteSpace可 视 化 软 件,基 于

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文献对华佗五禽戏研究进行

定量分析,客观地分析和确定了对五禽戏研究做出重

要贡献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勾勒出23年来华佗五

禽戏研究的行动轨迹,并在分析中确定了研究的热点

和发展趋势。需指出的是,华佗五禽戏研究还存在一

定的不足:(1)年度发文量少。综观华佗五禽戏23年

的研究,国内每年发文量都在20篇以下,发文量不

高。(2)核心作者与主要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合作。该

领域的核心作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但没有形成核

心作者群;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

和中医院,并且形成了高校与中医院的合作模式,但
机构间的合作比较少,还没有形成簇群现象。(3)新
兴研究领域挖掘不足。文化传承中只涉及五禽戏在

健身、中医医疗上的价值,缺乏对五禽戏在审美教育、
课程思政等方面的深度挖掘;养生文化的研究集大成

者是安徽亳州,养生意识和养生思想只辐射到安徽,

范围还太小,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华佗五禽

戏气功虽经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力推广,在国内很多体

育高校和中医高校多有涉足,但关于练习五禽戏气功

对人身心影响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也缺乏长期的

中医临床验证。
因此,在未来的华佗五禽戏研究中,要重点关注

如下三个方面,助力华佗五禽戏的弘扬光大:(1)加强

发文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形成核心作者群

和核心研究机构群,发挥华佗五禽戏的最大功能。
(2)在现有研究热点上,探索其他研究主题和研究热

点,以使华佗五禽戏研究内容更加深化和多元。如:
将华佗五禽戏研究应用到课程思政专题;探索中医防

治未病与仿生学的有效结合中进行的创新与尝试;
与医学临床结合,用大量数据论证对身心健康的具

体贡献;(3)拓宽和创新其研究视角,如从文化传播

的角度,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向外输出带来的国际影

响等,为 华 佗 五 禽 戏 研 究 提 供 新 的 研 究 视 角 和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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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HotspotsandDevelopmentTrendsinHuaTuoWuqinxi:
CiteSpace-basedKnowledgeGraphAnalysis

HUANGChunxia1,LIUHailian2
(DepartmentofEducation,BozhouCollege,BozhouAnhui236800,China;

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BozhouCollege,BozhouAnhui236800,China)

Abstract:HuaTuoWuqinxiasafitnessQigongwaslistedasa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jectin
Anhuiprovincein2005andasanational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jectin2011.Inthepaper,CiteSpace
visualizationsoftwarewasusedtocount207articlesrelatedtoHuatuo WuqinxiinCNKIdatabase,and
knowledgemapvisualizationanalysiswascarriedoutoncorekeywordsandtheiremergentwords.Research
showsthatnogroupofcoreauthorsandresearchinstitutionshavebeenformedforHuaTuoWuqinxi.Andit
pointsoutthatHuaTuo,healthpreservation,fitnessQigong,guiding,andinheritancearethemainresearch
hotspots,andhealthcultureisthecurrentresearchfrontier.Inthefuture,researchersshouldfocusonthe
cooperationandexchangebetweenthecoreauthorsand majorresearchinstitutionsofHuatuo Wuqinxi
research,thediversificationanddeepeningofWuqinxiresearchcontent,andtheexpansionandinnovationof
researchperspectives.

Keywords:HuaTuoWuqinxi;CiteSpace;researchhotspots;developmenttrend
[责任编辑 夏强]

97

黄春霞,等:华佗五禽戏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