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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近五年国内外创伤后应激障碍
研究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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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近五年国内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研究现状，了解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方法　检索

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时限为 2017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运用Excel和CiteSpace对纳入的

8 505篇文献的数量、作者、国家、机构和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①近五年，国内外PTSD相关文献发文量均呈增长

趋势；②国外文献中，发文数量排名前 5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其中加拿大中心性最高（0. 18）；

③国内外研究机构均以高校为主；④国外文献发文量前三位的学者是Bryant RA、Ressler KJ、Greenberg N，国内前三位分别为

伍新春、李越峰、严兴科和张桂青（二者并列），与国外作者相比，我国学者发文量总体较少；⑤研究关键词方面，国内外关注均

较多的是PTSD和抑郁。结论　近五年，PTSD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内外研究均关注PTSD与抑郁症。加强国际交流，

有助于推动PTSD相关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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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base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recen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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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five years， and to grasp the research frontiers and hot spots in this field. Methods　Two electronic databases，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ere retrieved for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 2017 to December 31， 
2021.  A total of 8 505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then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s， countrie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Microsoft Excel and CiteSpace software. Results　①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recent five years.  ② In foreign literature， the top five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we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Australia and Canada， with Canada having the highest 
centrality （0. 18）.  ③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dominated by universities.  ④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the top three foreign scholars were Bryant RA， Ressler KJ and Greenberg N， and the top three Chinese scholars 
were Wu Xinchun， Li Yuefeng， Yan Xingke and Zhang Guiqing （tied for the third place）.  Compared with foreign authors，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by Chinese scholars was relatively small.  ⑤ In terms of research keywords， PTSD and depression were of 
more concern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clusion　In recent five years， PTSD has been a hot topic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ocusing on PTSD and depression，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may help 
promote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PTSD research.

【Keyword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iteSpace； Research hotspots； Visualization analysis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指机体经历战场环境、自然灾害、意外事

故、严重创伤等突如其来且超乎寻常的威胁性、灾

难性事件，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致使个体职业能力和社会功能受损的延迟和（或）

持久的不良反应［1-3］。在遭遇创伤性事件的人群中，

20%~30% 的人会发展为 PTSD［4］，PTSD 的终生患病

率约为 8. 3%［5］。PTSD 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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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流行性高、慢性和难治等特点，对 PTSD的研

究一直是精神疾病领域的热点［6］。

科学知识图谱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可视化分析

方法，用于分析某领域在一定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前

沿趋势动向［7］。CiteSpace 可进行关键词图谱绘制、

聚类分析，有助于直观了解各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发

展方向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还可分析作者、机构、

国家、关键词以及被引文献之间的关系［8-9］。

目前，国内已有关于 PTSD 可视化分析及其中

西医治疗与心理治疗的知识图谱分析［10-11］，但尚未

查见对国内外 PTSD相关研究的可视化分析以及研

究热点挖掘的文献报道。本文利用 CiteSpace 梳理

了国内外 PTSD 的研究热点及前沿方向，以期为国

内外学者对PTSD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于 2022年 10月 1日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及 CNKI 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以“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进行主题检索，

语种限定为英语，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Letter”
“Review”，检出 7 329 篇文献。在 CNKI 数据库，以

“创伤后应激障碍”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出1 185篇

文献。将数据导入CiteSpace，删除重复文献和会议

论文后，最终纳入文献 8 505 篇，其中 CNKI 数据库

1 178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共7 327篇。

1. 2　研究工具及数据分析　

将纳入文献记录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采用

CiteSpace 6. 1. 6 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采用 Excel
进行年发文量趋势分析。CiteSpace参数设置：时间

跨度为 2017年-2021年，时间切片设置为 1年，节点

类型为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得到作者、机构和关

键词的知识图谱，进行突现词检测［12］。图谱中节点

字体大小代表作者数量、机构发文量或关键词的频

次；连线和网络密度代表合作关系及其密切程度［8］。

关键词中心性越高表明围绕该关键词开展的研究

越多，影响力越大。聚类分析是把相近的主题词进

行归纳聚类，以反映该领域各研究主题的组成情况。

一般来说，聚类模块值（Q 值）大于 0. 3 即聚类结构

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大于 0. 5表明聚类是合

理的，大于0. 7表明聚类是令人信服的［7］。

2 结  果  
2. 1　发文量分析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PTSD相关文献数量：

2017 年 993 篇，2018 年 1 128 篇，2019 年 1 362 篇，

2020 年 1 699 篇，2021 年 2 145 篇。CNKI 数据库中

PTSD相关文献数量：2017年 201篇，2018年 220篇，

2019年 213篇，2020年 271篇，2021年 273篇。近五

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各年度PTSD相关文献

数量均多于CNKI数据库，且发文量增加趋势更明显。

见图1。

2. 2　中英文文献的国家合作情况　

对 CNKI 数据进行分析，中文文献均为国内作

者发表，无法进行国家合作网络分析。对 Web of 
Science数据进行国家合作网络分析，设置k=25，得到

节点数为 133、连线数为 1 082、密度为 0. 123 3的国

家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发文数量前五位的国家分别

为美国（3 043篇）、英国（812篇）、中国（565篇）、澳大

利亚（526篇）、加拿大（488篇），其中，加拿大的中心

性最高（0. 18）。各国家之间合作较密切。见图2。
2. 3　发文机构分析　

分析CNKI数据，设置 k=25，得到节点数为 192、
连线数为 74、密度为 0. 004的机构共现网络知识图

谱。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大

学心理学系、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为中心的小规

模合作网络，其他机构多是独立完成，未形成大规模

的合作网络，且各机构发文量均较少。见图3、表1。
分析 Web of Science 数据，设置 k=25，得到节点

数为 426、连线数为 2 806、密度为 0. 031的机构共现

网络知识图谱。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且各机构之

间合作密切，各机构发文量均较多。见图4、表1。

图1　近五年国内外PTSD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及变化趋势

Figure 1　Number and change trends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on PTSD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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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英文文献的国家合作情况

Figure 2　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s

图3　中文文献发文机构合作网络

Figure 3　Cooperative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Chinese literatures

图4　英文文献发文机构合作网络

Figure 4　Cooperative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English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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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作者情况分析　

分析 CNKI 数据，得到节点数为 259、连线数为

405、密度为 0. 012 1的作者共现网络知识图谱。李

越峰与司昕蕾、牛江涛、严兴科，张桂青与刘超猛、王

梅子、李浩浩，宋月晗与刘燕、陈光耀、高俊巧等合作

相对密切。发文量前三位的学者分别为伍新春（23
篇）、李越峰（19篇）、严兴科和张桂青（均为 18篇）。

见图5、表2。
分析Web of Science数据，得到节点数为 417、连

线数为1 505、密度为0. 017 4的作者共现网络知识图

谱，国外作者的合作较密切。发文量前三名分别为

Bryant RA（29篇）、Ressler KJ（28篇）、Greenberg N（25
篇）。见图 6、表 2。其中心性最高的是 Greenberg N
（0. 06）、Koenen KC（0. 06）、Kessler RC（0. 06）。

2. 5　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分析　

2. 5. 1　关键词共现　

运行 CiteSpace，设置 k=15，分析 CNKI 数据得

到节点数为 148、连线数为 347、密度为 0. 031 9 的

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分析 Web of Science 数

据得到节点数为 867、连线数为 6 244、密度为

0. 016 6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将国内外

PTSD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10个）及其中心性进行

排序。中文文献中，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为应激障

碍；英文文献中，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为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见表3。

表1　国内外PTSD相关文献发文量前五位的机构

Table 1　Top five institu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on PTSD
序　　号

1
2
3
4
5

CNKI
机构名称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发文量

19篇

17篇

14篇

14篇

13篇

Web of Science
机构名称

Kings Coll London（伦敦国王学院）

Harvard Med Sch（哈佛医学院）

Univ Washington（华盛顿大学）

Boston Univ（波士顿大学）

Columbia Univ（哥伦比亚大学）

发文量

226篇

212篇

117篇

113篇

105篇

图5　中文文献的作者共现图谱

Figure 5　Authors co-occurrence atlas of Chinese literatures
表2　国内外PTSD相关文献发文量前十位的学者

Table 2　Top te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on PTSD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CNKI
作者

伍新春

李越峰

严兴科

张桂青

司昕蕾

周宵

牛江涛

王文超

边甜甜

田雨馨

发文量

23篇

19篇

18篇

18篇

17篇

16篇

16篇

15篇

14篇

14篇

Web of Science
作者

Bryant RA
Ressler KJ

Greenberg N
Koenen KC
Dell'osso L

Meiser-stedman R
Carmassi C
Kessler RC
Yehuda R

Jovanovic T

发文量

29篇

28篇

25篇

24篇

23篇

21篇

20篇

20篇

20篇

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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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2　关键词聚类　

分析 CNKI 数据形成聚类分析图谱，Q 值为

0. 493 3，S值为0. 819 3，表明聚类结果可信。聚类结

果依次为应激障碍、四逆散、影响因素、抑郁、护士、

心理健康、心理弹性、心理援助。中心性排名靠前的

关键词为应激障碍（0. 29）、抑郁（0. 23）、影响因素

（0. 20）、焦虑（0. 18）、心理护理（0. 15）。见图7。
分析 Web of Science 数据形成聚类分析图谱，

Q值为 0. 438 4，S值为 0. 720 2，表明聚类结果可信。

聚类结果依次为杏仁核（amygdala）、抑郁症（de⁃
pression）、药物滥用（substance use）、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s）、新冠肺炎（COVID-19）、创伤性脑损伤

（traumatic brain injury）、难民（refugees）、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中心性排名靠前的关键词

有“损害（impairment）”（0. 03）、“症状紊乱（disorder 
symptom）”（0. 03）、“病史（history）”（0. 03）、“减少

（reduction）”（0. 03）、“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

（0. 03）。见图 8。
2. 5. 3　关键词突现　

对于CNKI数据，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

将 γ值设置为 0，Minimum Duration设置为 1，共出现

突现词 197个，取前 20个突现词。突现强度最高的

关键词为四逆散（3. 53），其次为心理危机（3. 19）和

新冠肺炎（2. 25）。持续关注时间最长且目前较为

活跃的关键词为心理危机、新冠肺炎、睡眠质量及

焦虑。见图9。
对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在关键词共

现分析的基础上，将γ值设置为 1，Minimum Duration
设置为2，共出现突现词74个，取前20个突现词。突

现强度最高的是全国共病调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6. 81），其次为“PTSD量表管理（administered 
ptsd scale）”（6. 41）、“女退伍军人（female veteran）”

图6　英文文献的作者共现图谱

Figure 6　Authors co-occurrence atlas of English literatures
表3　PTSD相关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及中心性

Table 3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and centrality in literatures on PTSD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CNKI
频次

70
61
58
51
41
40
37
35
30
28

中心性

0. 29
0. 23
0. 20
0. 18
0. 09
0. 09
0. 11
0. 10
0. 08
0. 05

关键词

应激障碍

抑郁

影响因素

焦虑

创伤后

社会支持

海马

青少年

创伤

心理弹性

Web of Science
频次

2 083
1 683
1 263
1 221
1 211
1 077
922
736
664
569

中心性

0. 01
0. 01
0. 02
0. 01
0. 01
0. 01
0. 01

0
0

0. 01

关键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

Depression（抑郁）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symptom（症状）

prevalence（流行）

disorder（功能失调）

trauma（创伤）

impact（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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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2）和“多态性（polymorphism）”（5. 62）。持续

关注时间最长且目前较为活跃的关键词为观点

（perspective）、国家（country）以及创伤后分离（peri⁃
traumatic dissociation）。见图10。
3 讨  论  

对近五年国内外 PTSD 相关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显示，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和 CNKI 数据库发文

量均呈增加趋势。美国、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加

拿大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国家，加拿大的中心

性最高（0. 18）。Bryant RA所在团队发文量最多，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创伤部位和严重程度与 PTSD的相

关性［13-14］，创伤暴露对PTSD的影响以及认知行为疗

法的干预效果［14-16］。中心性最高的团队Greenberg N
主要研究英国军人及警察的心理健康与PTSD［17-19］，

Koenen KC 主要进行女性及儿童 PTSD 相关的基础

研究［20-23］，Kessler RC主要研究各种创伤及基因多态

性与PTSD的关系［24-26］。国外不同研究机构、不同作

者之间合作较密切，而国内的研究机构、作者之间

的合作较为欠缺，多为小团体合作。因此，在我国

今后 PTSD的相关研究中，应加强国际交流，深化合

作，以提高该领域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从关键词来看，近五年国内外 PTSD 研究热点

主要集中在 PTSD、抑郁、创伤和影响因素等。国外

研究较多的是 PTSD、心理健康、抑郁，国内研究较

多的是应激障碍、抑郁、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均

关注 PTSD与抑郁，可能是因为 PTSD患者常共病抑

郁症、焦虑症［27］。在国外研究中，关键词突现强度

较高的是全国共病调查、PTSD 量表管理和女退伍

军人，这与已有较多关于女退伍军人 PTSD 的研究

现状基本一致［28-30］。在国内研究中，关键词突现强

度较高的关键词为四逆散、心理危机和新冠肺炎。

图7　基于CNKI数据库的PTSD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7　Clustering atlas of keywords in researches on PTSD based on CNKI database

图8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PTSD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8　Clustering atlas of keywords in researches on PTSD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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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四逆散具有镇静催眠的作用，对其作用机制、

药效物质基础以及药效动力学等的研究，有望将其

作为治疗PTSD的新药［31-33］。心理危机、新冠肺炎等

关键词符合 2019 年新冠肺炎暴发后研究者对相关

人群 PTSD 研究的关注［34-35］。国外研究持续关注及

目前较为活跃的关键词为观点、国家、创伤后分离，

国内研究关键词持续关注及目前较为活跃的关键

词是心理危机、新冠肺炎，活跃的关键词说明国外

的研究在多个国家进行，且国外研究的范围比国内

研究范围广。

综上所述，近五年 PTSD 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

热点，国内外研究均关注 PTSD 与抑郁症。如果研

究机构及研究者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尤其是加强国

际交流，会更有益于 PTSD 相关研究的进步。本研

究局限性：①纳入文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

集及CNKI数据库，未包括该领域的所有文献，且在

文献筛选的过程中也存在漏检可能，使文献收录不

够全面；②纳入中文和英文文献，未纳入其他语种的

文献；③纳入文献的年限为近五年，无法研究 PTSD
的研究历程，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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