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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慢性肾脏病症状群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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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索国内外慢性肾脏病症状群的研究发展态势，为今后临床护理研究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检索

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期间发表在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ＳＣＯ、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慢性肾脏病症状群研究的相关文献，对文献外部特征信息和研究内容进行文献计量

学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３２篇文献，最早发表于２００７年，其中横断面研究１８篇，纵向研究３篇，队列研究２篇，干预性研

究２篇，量表的编制及跨文化调试２篇，质性研究１篇，综述４篇。纳入的研究虽然在研究设计、样本特征、评估工具和分

析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主要结果基本相同，神经肌肉／疼痛症状群、胃肠道症状群、尿毒症症状群、皮肤症状群等在慢性

肾脏病患者中比较常见。结论　目前国内外对慢性肾脏病症状群研究处于初始探索阶段，研究结果尚不稳定。未来可对

慢性肾脏病症状群的评估方法、发生机制等深入研究，并探讨相应症状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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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脏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ｅａｓｅ，ＣＫＤ）是

一项全球公共卫生健康问题，随着老龄化、高血

压、糖尿病等因素的增加，发展到终末期肾病的患

者逐渐增多。ＣＫＤ患者由于疾病和治疗等原因会

经历多种合并疾病［１］，如心血管疾病、矿物质骨代

谢紊乱等，需要专业管理，而其他定义不太明确的

合并疾病，如厌食症、疲劳、恶病质、瘙痒、性功能

障碍等，可表现为复杂症状，部分症状在疾病发展

中彼此协同强化形成症状群。Ｄｏｄｄ等
［２］在２００１年

首次提出“症状群”的概念，即２个或２个以上同时

发生且相互关联的症状集合，症状间不需要共同

病原学机制。研究显示与单一症状相比，症状群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更强的预测作用［３］，对ＣＫＤ

患者症状群的研究是临床护理热点。本研究从文

献计量学角度回顾国内外ＣＫＤ症状群文献，探讨

相关研究的发展态势，为临床ＣＫＤ症状群的护理

管理提供研究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主要研究ＣＫＤ症状群的中英文文

献。排除标准：研究ＣＫＤ合并其他疾病文献；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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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ＣＫＤ某些症状强度、频率及负担文献；仅研

究ＣＫＤ某单一症状与其他因素的文献；会议论

文、信件、重复发表及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１．２　文献检索策略

以“（ｓｙｍｐｔｏｍｂｕｒｄｅｎ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ｈａ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ｏｒｈｅｍｏ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ｎａｌ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为检索式，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ＳＣＯ及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共４个

英文数据库；以“（慢性肾脏病ｏｒ慢性肾功能不全

ｏｒ慢性肾功能衰竭ｏｒ尿毒症ｏｒ透析）ａｎｄ（症状

群ｏｒ症状经历ｏｒ症状负担ｏｒ症状集ｏｒ症状簇

ｏｒ症状困扰）”为检索式在主题词、关键词中检索

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中发表的ＣＫＤ症状群相关文献，同时

从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中检索遗漏文献。检索时

间为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１．３　文献分析方法

采用Ｅｎｄｎｏｔｅ软件对文献进行去重及分类，

应用Ｅｘｃｅｌ表格进行资料的提取及整理，对文献内

外部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外部特征包括发表年

份、收录期刊、发文地区及机构分布、被引频次、合

作率、基金项目资助；内部特征包括研究设计、研

究对象、评估工具、症状群的分析方法及组成。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数量及发表年度分布

初步检索文献：ＰｕｂＭｅｄ１４４６６篇，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８８７篇，ＥＢＳＣＯ１９６篇，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７篇，中国知网７９篇，万方数据知识服务

平台５０２篇，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６２篇。经

筛选后最终纳入３２篇文献，英文２０篇、中文１２篇

（其中２篇为学位论文），文献年发文量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犆犓犇症状群文献的年发文量

２．２　发文期刊分布

纳入文献中期刊论文３０篇，占９３．７５％，分布

于２０种期刊。其中，国内刊载文献最多的期刊为

《中国血液净化》，共３篇，占中文期刊发文量的

３０．００％（３／１０）。国外刊载文献最多的期刊犑狅狌狉

狀犪犾狅犳犆犾犻狀犻犮犪犾犖狌狉狊犻狀犵和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犻狀犪狀犱

犛狔犿狆狋狅犿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各３篇，占英文期刊发文

量的３０．００％（６／２０）。

２．３　发文地区及机构分布

１２篇中文文献分布于８省市，分别为四川

（３篇）、广东（２篇）、浙江（２篇）、辽宁（１篇）、北京

（１篇）、湖北（１篇）、重庆（１篇）、福建（１篇）。有

６篇中文文献发文机构为高校，另外６篇为医院，

依次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３篇）、北京协和

医学院（１篇）、福建医科大学（１篇）、重庆医科大

学（１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１篇）、惠州市中心

人民医院（１篇）、衢州市人民医院（１篇）、湖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１篇）、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１篇）、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１篇）。２０篇

英文文献分布于１１个国家，分别为中国（４篇）、美

国（３篇）、韩国（３篇）、挪威（３篇）、澳大利亚

（１篇）、英国（１篇）、乌拉圭（１篇）、西班牙（１篇）、

泰国（１篇）、荷兰（１篇）、加拿大（１篇）。英文文献

中有１３篇发文机构为高校或科研院所，６篇为医

院，１篇为高校及医院联合发文，其中发文较多的

机构为挪威奥斯陆大学医学院（３篇）和中国香港

中文大学（２篇）。

２．４　高频引用文献

３２篇文献共被引用３７９次，平均每篇文献被

引用１１．８４次。引用频率≥２１次的文献４篇，占

１２．５０％（４／３２）；２～２０次的文献１５篇，占４６．８８％

（１５／３２）；≤１次的文献１３篇，占４０．６３％（１３／３２）。

ＣＫＤ患者症状群研究高频引用文献
［３－１３］基本情况

见表１。

２．５　合作率及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本次纳入的文献中，作者人数≥５的文献有

１３篇，占４０．６３％（１３／３２）；作者人数２～４的文献

有１５篇，４６．８８％（１５／３２）；作者只有１人的文献有

４篇，占１２．５０％（４／３２）。１２篇中文文献中５篇有

基金资助，其中３篇为省级基金资助、１篇为市级

基金资助、１篇为院校基金资助。２０篇英文文献

中１４篇有基金资助，其中４篇有２项基金资助，分

别为国家级基金５项、省级基金１项、院校基金

６项、其他基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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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犆犓犇患者症状群研究高频引用文献基本情况

第一作者／年份 杂　志　名　称 第一作者所在单位 被引频次

Ｋｉｍ等
［４］／２００８ 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犖狌犮犾犲犪狉犕犲犱犻犮犻狀犲 韩国釜山国立大学附属医院 １２０

Ｔｈｏｎｇ等
［５］／２００９ 犖犲狆犺狉狅犾狅犵狔犇犻犪犾狔狊犻狊犜狉犪狀狊狆犾犪狀狋犪狋犻狅狀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 ７７

Ｙｕ等
［６］／２０１２ 犃狆狆犾犻犲犱犖狌狉狊犻狀犵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中国台湾长庚大学 ３２

Ａｍｒｏ等
［７］／２０１４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犚犲狀犪犾犆犪狉犲 挪威奥斯陆大学医学院 ２４

周晓娟［８］／２０１３ 　　　－ 重庆医科大学 １９

Ｊａｂｌｏｎｓｋｉ
［３］／２００７ 犖犲狆犺狉狅犾狅犵狔犖狌狉狊犻狀犵犑狅狌狉狀犪犾 美国西雅图大学 １８

Ａｍｒｏ等
［９］／２０１５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犻狀犪狀犱犛狔犿狆狋狅犿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挪威奥斯陆大学医学院 １８

郝艳华［１０］／２０１６ 　　　－ 北京协和医学院 １３

Ａｍｒｏ等
［１１］／２０１６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犻狀犪狀犱犛狔犿狆狋狅犿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挪威奥斯陆大学医学院 ８

Ｌｅｅ等
［１２］／２０１５ 犃狆狆犾犻犲犱犖狌狉狊犻狀犵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韩国中央大学 ７

Ａｌｍｕｔａｒｙ等
［１３］／２０１６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犱狏犪狀犮犲犱犖狌狉狊犻狀犵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７

２．６　犆犓犇症状群文献相关研究的内部特征

纳入的文献以非实验性研究为主，共２３篇，占

７１．８８％（２３／３２），包括横断面研究１８篇、纵向研究

３篇、队列研究２篇。２３篇非实验性研究文献中有

１９篇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

或潜在类别分析，得出的症状群主要有：神经肌

肉／疼痛症状群、胃肠道症状群、尿毒症症状群、皮

肤症状群、情感症状群、性功能障碍症状群等，占

８２．６１％（１９／２３）；３篇文献采用聚类分析或主成分

分析将症状按照严重程度分成亚组进行分析，占

１３．０４％（３／２３）；１篇文献仅对单一的精神症状群

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占４．３５％（１／２３）。干预性研

究文献２篇，占６．２５％（２／３２），分别采用的是家庭

医生和症状管理顾问的干预措施。量表的编制及

跨文化调试文献２篇，均为血液透析患者多维症状

评估量表，占６．２５％（２／３２）。质性研究文献１篇，

为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的描述性质性研究，占

３．１３％（１／３２）。综述文献４篇，占１２．５０％（４／３２）。

研究对象仅为ＣＫＤ血液透析患者的文献有２２篇，

占６８．７５％（２２／３２）；研究对象既有血液透析也有

腹膜透析患者文献２篇，占６．２５％（２／３２）；研究对

象为肾脏病晚期非透析患者文献７篇，占２１．８８％

（７／３２）；研究对象为肾移植患者文献１篇，占

３．１３％（１／３２）。使用的评估工具有：透析症状评

估量表、肾脏疾病生活质量简表、多维症状评估量

表、患者预后症状量表肾脏病版、ＣＫＤ症状负担指

数、埃德蒙顿症状评估量表、躯体症状困扰指数、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医院焦虑和抑

郁量表。２０篇文献研究了ＣＫＤ症状群的影响因

素，占６２．５０％（２０／３２），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如

年龄、性别、人种、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状态

等）和临床疾病因素（如合并疾病、ＣＫＤ分期、透析

时间、体质量指数、生化指标等）。１７篇文献研究

了ＣＫＤ症状群的健康相关结局（如生活质量、病

死率、功能状态等），占５１．１３％（１７／３２）。

３　讨论

３．１　犆犓犇症状群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从纳入文献的外部特征上看，ＣＫＤ症状群相

关文献近年来发文量逐渐增多，但文献总量较少，

对该主题关注度有待提升。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该学科的发展程度及研究水平，本研究仅

纳入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３２篇文献，平均每年发文量不

到３篇，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没有纳入文献，在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发文量较大，可能与２０１５年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开展的“症状科学发展”研讨会［１４］，指出针

对症状群的研究是未来的重点有关。整体来看，

国内外针对ＣＫＤ症状群的研究多以横断面研究

为主，我国发文相对集中的两个机构为四川大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期刊的载

文量一定程度反映学科产出能力，有助于获得该

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通过表１可知国内外

被引量＞２０次的相关研究文献只有４篇，整体被

引量偏低，因此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不明显。此外，

本次纳入的研究近６０％作者人数低于５人，有约

４０％没有基金支持，说明需提高对ＣＫＤ症状群的

合作交流，加强资金投入，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总

而言之，ＣＫＤ症状群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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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犆犓犇症状群的研究设计较单一

纳入文献研究设计多关于血液透析患者症状

群种类及影响因素的横断面研究，纵向研究、队列

研究及干预性研究较少，质性研究仅有１项，这导

致成果的局限性，缺乏对症状群的纵深研究。另

一方面，由于评估工具、分析方法的不同，关于非

透析或肾脏替代治疗患者症状群没有相对统一结

果。评估工具不够完善，例如透析症状评估量表

内容较全面，但缺乏针对症状持续时间的评估；多

维症状评估量表的维度较多，但缺少血液透析患

者下肢水肿、不宁腿等特殊症状的条目。现阶段

没有统一或最佳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是为以变

量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以变量为中

心是将相似症状聚类形成症状群，如主成分分析；

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是使用预先指定聚类中的

症状来识别不同亚组的患者，如潜在类别分析。

提示ＣＫＤ症状群的研究设计较单一。因此，建议

研究者可开拓思路，针对不同疾病阶段患者采用

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亟待开发

针对腹膜透析、非透析和肾移植术后患者的多维

度评估工具，结合适宜的统计方法，明确症状集

群，为长期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３．３　研究深度不够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研究者对ＣＫＤ患者

症状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症

状群的调查主要针对血液透析患者。二是症状群

的影响因素。关于症状群结局变量的研究目前已

经取得一定成果［１１］，如：生活质量被证明与大多数

症状群呈负相关，病死率是尿毒症症状群的独立

预测因素。还发现许多影响因素与特定症状群有

关［５，７，１２］，如：皮肤症状群和血清尿素氮、肌酐、钙磷

水平呈正相关；尿毒症症状群与查尔森合并症指

数、收缩压、Ｃ反应蛋白水平呈正相关；神经肌肉症

状群与体质量指数、查尔森合并症指数、血清尿素

氮和Ｃ反应蛋白水平呈正相关；肾小球滤过率、血

清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与上述症状群呈负相关。

但涉及症状群机制的研究较少：Ｋｉｍ等
［４］探讨抑

郁情绪症状群与脑血流量的关系；Ａｌｍｕｔａｒｙ等
［１５］

在同研究的另一篇文献中构建结构方程探讨症状

群和预测因素之间是否有协同作用。缺乏对症状

群的发生和影响机制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

症状群的研究水平。三是关于症状群的干预措施

和管理模式。我国的两项干预性研究分别采用家

庭医生［１６］和症状管理顾问［１７］的干预措施管理透

析患者的症状群，结果均证实可降低透析患者症

状群的发生率，提高生存质量，但这些研究缺乏基

金支持，不利于长期深入研究。除了加大资金支

持，未来关于对于症状群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影响

患者对其治疗方案的依从性，可进一步研究。

３．４　启示与思考

研究者需要从临床患者实际情况出发，以症

状管理相关理论为基础，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横向与纵向研究相衔接，调查与干预研究相跟进，

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思路，丰富症状群研究，笔者建

议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挖掘。一是开发有针对性

的多维度症状群测评工具。由于疾病分期或治疗

方式不同，患者症状负担相差较大，需把握不同阶

段患者的特殊情况，增加对腹膜透析、肾脏病晚期

非透析及肾移植患者的研究。继续完善症状群的

评估方法，同时可结合我国传统医学中肾脏病中

医证候的相关内容，开发中西医结合的评估工具。

二是加强ＣＫＤ患者症状群形成和影响机制的研

究。既往研究多关注症状群的现状、影响因素，较

少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导致症状群。研究者可采用

多种研究方法，如采用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

分析症状群的影响因素及远期预后等，采用随访

研究了解症状群的动态变化，采用质性研究丰富

症状群的理论模型。三是开展对ＣＫＤ患者症状

群的干预性研究。研究者可以在理论的指导下，

结合中医护理技术、个案管理等方法，探索有效的

干预措施。在精准医疗和大数据时代，新的分析

策略将促进症状群的研究，例如机器学习的使用

能帮助识别症状群或识别出具有特定症状群的患

者，未来可将这种预测性的数据分析方法在医疗

保健应用程序中使用，促进临床ＣＫＤ患者的症状

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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