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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把握当前该领域研究热点。方法 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 2010年-2021年的 1 321篇以“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为主题的文献为分析对象，采用

CiteSpace与VOSviewer绘制知识图谱，通过发文量、研究国家和地区、研究机构以及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和突现进行可视化分

析。结果 ①发文量增长趋势方面，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研究的发文状况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2014年、

2017年-2021年这两个阶段发文量快速增长，2014年-2017年发文量增长较平缓；②参与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方面，共有 64个
国家和地区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其中美国的发文量最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最频繁、影响力最大，居该研究领域核

心地位；③研究机构方面，共有 1 627所机构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其中伊利诺伊大学（Illinois University）发文量最多且与多所

高产机构合作紧密，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团体；④关键词分析方面，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饮食行为研究、预防与干预研

究、风险因素评估以及不同群体特征分析。结论 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研究整体呈快速发展态势，国际关注度高且研究范

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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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on the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and to grasp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Methods A total of 1 321 literatures relevant to the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collected in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rom 2010 to 2021 were selected.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were used to generate knowledge graphs for visualization analysis，the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ssued，countries/regions，
institutions and the co-occurrence，clustering and burst of keywords were analyzed. Results ①In terms of the trend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ssued from 2010 to 2021，the annual quantity of published articles about the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presented a rapid growth over 2010-2014，then entered into a slow growth stage over 2014-2017，and emerged a rapid growth over
2017-2021. ②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ries / regions，a total of 64 countries and reg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ticles issued in this field was the USA，which had the most frequent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and exerted the greatest academic influence，occupy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this research field. ③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a total of 1 627 institutions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field，among which the Illinois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most papers and closely cooperated with many productive institutions，forming a research group with a certain scale. ④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eywords，the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volved dietary behavior research，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research，risk
factor assessment，and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oups. Conclusion Researches on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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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功能亦被称为执行控制或认知控制，是指

在进行复杂任务时，个体基于思维和行为进行协调

与控制的高级认知过程［1］。这种自上而下的心理过

程，本质是复杂的，其囊括的注意力、计划、任务协

调、灵活应对突发情况及抑制控制能力等，对个体

坚持健康行为、维持独立生活、维护精神健康至关

重要［2-4］。超重或肥胖是全球各国、组织机构持续关

注的一大公共卫生问题，是诸多慢性疾病如高血

压、2型糖尿病、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有关超重或肥

胖的研究已经涉及了生理、生化、心理、临床医学及

体育等多个学科［5-7］。研究表明，执行功能受损与超

重或肥胖存在密切关联［8-9］。超重或肥胖人群易出

现认知僵化现象，而执行功能较弱亦会影响个体的

体重控制，两者均会对饮食计划、食物选择等行为

造成干扰，进而加剧超重或肥胖问题的发生［10-11］。

然而，目前关于执行功能对超重或肥胖的影响以及

有关治疗尚无明确定论，完整的研究架构尚未搭建

完成。鉴于此，本文采用 CiteSpace和 VOSview软

件［12］，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有关超

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期帮助研究者了解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把握研

究前沿与热点，为深入研究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

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筛选

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源数据库

进行检索，检索主题词：超重（overweight）、肥胖

（obesity or obese or adipose or adiposity）、执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 or executive control or cognitive
control）、抑制控制（response inhibition or cognitive
inhibition or interference control or emotional interfer⁃
ence）、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认知灵活性（set-
shifting or task-switching or cognitive flexibility）、注意力

（selective attention or executive attention or sustained
attention）。检索式：TS=（（obesity OR overweight OR
obese OR adipose OR adiposity） AND（executive
function OR executive control OR cognitive control
OR response inhibition OR cognitive inhibition OR
selective attention OR executive attention OR interfer⁃
ence control OR emotional interference OR sustained
attention OR working memory OR set-shifting OR
task-switching OR cognitive flexibility））。文献语言

为“English”，文献类型为“article”，检索时限为 2010
年-2021年，共获得文献 1 321篇，检索和下载日期

为2022年5月31日。

1. 2 研究工具

1. 2. 1 VOSviewer
将检索到的文献“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以纯文本格式保存，导入VOSviewer 1. 6. 16进行分

析。提取文献的发表年份、国家、作者、机构信息，

生成国家合作图谱和机构合作图谱。

分析结果以图谱和表格形式呈现。图谱与表

格的解读：①图谱中，节点大小表示研究规模的大

小，节点越大，研究规模越大；节点间距离表示关系

的紧密程度，两点距离越短，关系越密切。②表格

中，发文量表示该国家/地区或机构 2010年-2021年
发表相关文献的数量，是评价其研究深度和研究规

模的直观指标；连接指代与关键词存在共现关系的

其他关键词的数量，在上述分析中可用于表示与某

国家/地区、机构存在合作关系的国家/地区或机构

的数量；关联强度指代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总的共

现次数（包括重复出现的次数），关联强度越高表明

该机构的中心性越高。

1. 2. 2 CiteSpace
将检索到的文献“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以UTF8格式导出，导入 CiteSpace 5. 8 R3进行关键

词分析，包括关键词共现、聚类以及突现分析。时间

跨度设置为 2010年-2021年，时间间隔为 1年，节点

阈值为 50，裁剪方式选择 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将图谱中的复

杂网络简化，体现分析重点。关键词突现时间最小

单位设置为3年，参数γ值取1. 0。
关键词图谱分析解读：①共现图谱中的十字

图形表示关键词频次，频次越高，图形越大；线条

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线条颜色对应不同的年

份；节点面积代表关键词中心性，节点面积越大，

则表明该关键词中心性越高。②聚类分析指将物

理或抽象对象整理分类为由相似对象组成的多个

类的过程；聚类模块性指数（Modularty）Q值大于0. 3
表示聚类结构显著，聚类轮廓性指数（Silhouette）S
值大于 0. 5表示聚类是合理的，大于 0. 7表示聚类

结果令人信服；在聚类表中，聚类的大小代表聚类

文献的数量，聚类越大，相关文献越多；聚类算法选

用LLR（Log-likehood ratio）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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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1 发文量变化情况

检索到发表于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与执

行功能”相关主题的文献共1 321篇，依据发文量增长

趋势，可将该领域发文状况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
2014年为研究初始阶段，2014年-2017年为探索阶

段，2017年-2021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其中 2010年-
2014年、2017年-2021年，发文量呈快速增长趋势，

2014年-2017年发文量增长趋势较平缓。见图1。
2. 2 国际关注度

2. 2. 1 进行研究的国家和地区

共有 6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该领域的相关研

究，其中发表文献5篇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35个，

连线共计 256条；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依

次为美国（715篇）、德国（137篇）、英格兰（127篇）、

中国（117篇）、澳大利亚（114篇）、荷兰（109篇）、加

拿大（89篇）、西班牙（88篇）、意大利（55篇）、巴西

（34篇）。美国发文量最多，占总发文量的 54. 13%，

与德国、英格兰、澳大利亚、中国等 31个国家和地区

存在合作交流。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发文量最

多，占总发文量的 8. 86%，与美国、德国和英格兰等

14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合作交流。见图2。

2. 2. 2 研究机构

共有 1 627家机构参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其

中高校 895所（55. 01%）、医院 187所（11. 49%）、其

他研究机构 545所（33. 50%）。美国的伊利诺伊大

学（Illinois University）发文量排名第一，为54篇，合作

机构有 42家，关联强度 97，在该领域研究中居于核

心地位。中国的西南大学发表文献 22篇，发文量排

名第五，关联强度28。见表1。
2. 3 关键词分析

2. 3. 1 关键词共现

剔除检索词的同义词后，结合关键词出现频次

排序和共现图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出现频次最

高的关键词为 body mass index（BMI），鉴于该关键词

与超重或肥胖高度相关，多数研究中BMI是作为评

判超重或肥胖标准的指标，故不纳入分析。热点关

键词大致分为三类：①研究的主要群体，如 adoles⁃
cent、midlife、older adult、dementia；②大脑结构功能，

如 brain、activation、prefrontal cortex、anterior cingu⁃
late cortex；③超重或肥胖者的行为与表现，如 perfor⁃
mance、physical activity、food intake。见表2、图3。
2. 3. 2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的聚类模块性指数Q值为0. 803 3（>0. 3），
聚类轮廓性指数 S值为 0. 899 2（>0. 5），聚类结构显

图1 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研究的发文量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1

图2 2010年-2021年对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进行研究的国家和地区合作知识图谱

Figure 2 Co-occurrence map of countries and regionals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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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聚类结果合理。共生成 16个关键词聚类标签，

根据关键词聚类的具体内容，可将 2010年-2021年
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研究重点关注的主题分为

四类：①饮食行为研究，涉及#4反应抑制、#14饮食；

②预防与干预研究，涉及#5锻炼、#9患病率、#11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③风险因素评估，涉及#0痴呆、

#1认知功能、#3功能磁共振、#7成瘾、#8损伤、#10神
经性厌食症、#12焦虑；④不同群体特征分析，涉及

#2个体差异、#6表现、#13幼儿期、#15儿童。见图4。
2. 3. 3 关键词突现

从时间线上看，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热点不尽

相同，依据突现强度排名：2010年-2014年，突现词

为 hypertension、blood pressure、gender difference、
hunger、stimuli、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2014 年 -2017 年，突现词为 disinhibition、validity、

overweight children、bariatric surgery、personality trait；
2017年-2021年，突现词为 self control、questionnaire、
Meta-analysis。见图5。
表1 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研究发文量前十的机构

Table 1 Top 10 institutions for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n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1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机 构

Illinois University
Maastricht University
Kent State University
Pittsburgh Univers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Granada University
Florida Universit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Minnesota University

所属国家

美国

荷兰

美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西班牙

美国

美国

美国

发文量

54篇
39篇
36篇
27篇
25篇
24篇
23篇
22篇
22篇
22篇

关联强度

97
37
95
63
28
82
54
68
61
43

连接

42
26
21
36
10
36
17
30
20
31

表2 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研究出现频次和中心性前十的关键词

Table 2 Top 10 keywords in the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1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按频次排序

频次

201
158
155
117
115
107
105
98
93
85

出现年份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1年
2011年
2011年

关键词

body mass index
association
performance
children

physical activity
brain
risk

adolescent
food

dementia

按中心性排序

中心性

0. 22
0. 18
0. 15
0. 15
0. 14
0. 13
0. 12
0. 12
0. 12
0. 11

出现年份

2012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关键词

food intake
activation
follow up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refrontal cortex

fMRI
older adult
midlife
cortex
addiction

图3 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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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文通过文献可视化分析，梳理了 2010年-
2021年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相关研究的发展趋

势和研究热点，并探讨未来发展方向。国际关注度

主要从发文量、研究国家和地区及研究机构方面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该领域在 2010年-2021年发文

量快速增长，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研究受到诸多

机构及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国家和地区方面，美国

发文量最多，研究规模最大，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交流合作关系，处于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在

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仅有中国与

巴西，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交流合

作相对较少，这可能受研究规模、研究起步时间较

晚等原因的影响。从研究机构看，发文量最多及

影响力最大的研究机构均是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

（Illinois University），该机构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儿

童青少年执行功能促进以及饮食行为研究［13-15］。

图4 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clusters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1

图5 2010年-2021年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研究突现词图谱

Figure 5 Burst map of keywords in executive function in overweight or obesity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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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较大的机构大多来源于美国，如肯特州立大

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匹兹堡大学（Pittsburgh
University）以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等，高产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密切，形成了具有一

定规模的研究团体，在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权威

性。在该研究领域，我国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机构是

西南大学，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为饮食行为及大脑区

域变化研究［16-18］，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可能是因为该机构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

晚，最早的文献发表于 2014年［19］，多数文章发表于

2019年后［16-18］。我国研究机构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

相对较晚，但丰硕的成果也反映出我国研究机构对

该领域研究的持续关注，并正在积极探索研究方法

及应对策略。

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显示，在不同研究发展

阶段，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研究的热点存在相同

之处：饮食行为研究是长期研究热点。有研究表明，

在行为方面，超重或肥胖个体往往表现出高冲动性、

低注意力、低奖励敏感性以及低认知灵活性，这些认

知方面的因素与食欲调节、饮食行为失控相关，进

而促使其体重增加或减重干预效果不明显［20-22］。在

大脑结构功能方面，Osimo等［23］与Gluck等［24］研究均

表明，饮食行为的失控通常与大脑前额叶皮质的抑

制网络受损有关。前额叶皮质的受损可能减弱大

脑对情绪调节和行为决策的控制，进一步刺激个体

对食物的渴望，导致食物过量摄入，进而体重增

加［25］。此外，由发文趋势与关键词突现分析可知，

研究热点也随研究进展而发生变化。在该领域研

究的初始阶段（2010年-2014年），研究热点主要为

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的影响因素。肥胖与高血压

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执行功能的关联尚未明确。部分

研究表明，BMI升高和高血压均与较差的认知功能

有关［26］；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高血压在BMI与执行

功能之间起中介作用［27］。此外，体适能水平较低、久

坐和心理压力过大等均是导致超重或肥胖人群执行

功能下降的重要因素［28-30］。在研究的探索阶段（2014
年-2017年），聚焦于分析研究对象的执行功能特征，

超重或肥胖儿童是重点关注对象。Mora-Gonzalez
等［31］研究表明，相较于正常体重儿童，超重或肥胖儿

童执行功能表现较差，这不仅对其学业表现、体力

活动等产生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成年

期肥胖的发生风险。在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
年-2021年），关于超重或肥胖者执行功能的研究得

到了较高的学术关注度，Meta分析成为这一阶段的

研究热点。研究者通过对多项同类研究进行系统

评价与定量分析，以期发现当前研究的分歧与不

足，并探寻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如Veronese
等［32］对 13项纵向研究与 7项随机对照试验的Meta
分析显示，超重和肥胖人群体重减轻与执行功能和

注意力的改善密切相关。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也存

在一定局限性，未来仍需要更多的、持续时间更长

的随机对照试验来了解执行功能与超重或肥胖之

间的关联及其神经生物学机制。

综上所述，当前有关超重或肥胖与执行功能研

究呈快速发展态势，国际关注度较高，研究范围较

为广泛。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文

献均来自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未对非英

文文献进行分析，后续应结合不同数据库，进行更

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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