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科护理专栏

编者按: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关系着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
家卫生健康委连续两个周期推出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全面推动儿童健康工作.贯彻“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切实保障母婴

安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提高儿科护理质量是重要环节之一.本期专栏聚焦儿科护理,从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小丑照护的

开展、孤独症儿童的测评工具等方向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提高儿科护理质量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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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探究儿童青少年群体社交焦虑相关研究的现况、热点及未来趋势,为相关领域研究

提供参考.方法　以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２０００－２０２４年有关儿童青少年社交

焦虑的文献,应用CiteSpace６．１．R６对纳入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４３９篇英文文献、２８０篇中文文献.２０００－
２０２４年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文献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热点领域与前沿趋势主要集中在流行病学及合并症调查、病因及易

感因素、相关心理和行为表现及干预措施方面.结论　目前对于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研究者

可结合我国医疗卫生背景,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缓解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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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currentstatus,hotspotsandfuturetrendsofsocialanxiety(SA)relatedresearchin
childrenandadolescentsthroughCiteSpacevisualanalysis,andtoprovidereferenceforrelatedresearchfields．Methods　
UsingWebofScienceCoreCollectionandCNKIasdatasources,literatureonchildrenandadolescents’SAfrom２０００to
２０２４wasretrieved,andtheincludedliteraturewasvisuallyanalyzedbyCiteSpace６．１．R６．Results　Atotalof４３９EnglishＧ
languageand２８０ChineseＧlanguagearticleswereincluded．ThenumberofarticlesonSAinchildrenandadolescentsfrom
２０００to２０２４showedafluctuatingupwardtrend．ThehotspotsandcuttingＧedgetrendsmainlyfocusedontheinvestigation
ofcurrentstatusandcomorbidities,etiologyandsusceptibilityfactors,relatedpsychologicalandbehavioralmanifestations,

andinterventionmeasures．Conclusions　Atpresent,theresearchonSAinchildrenandadolescentsisstillintheexploratoＧ
rystage．Inthefuture,researcherscanstrengthenexchangesandcooperationathomeandabroadbasedonthemedicaland
healthbackgroundofChina,anddesigntargetedinterventionstoalleviateSAinchildrenand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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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青少年

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
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１].社交焦虑(socialanxiety,SA)是常见的情绪

体验,常因为对他人负面评价的强烈恐惧而产生,可
能导致个体对正常社交互动情境的回避或焦虑.

SA并非只在成年人中发生,儿童及青少年群体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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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SA的频率亦较高,且有上升趋势[２Ｇ３].SA 的影

响是广泛的,遍及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社交焦虑的儿

童青少年会在人际交往、教育学习与职业发展等阶

段受到影响,他们会刻意回避社交学习和与他人交

往的机会,降低个体的总体幸福感[４].目前,我国关

于儿童青少年SA 的相关研究较少[５].由于研究对

象的年龄范围受限,关于儿童青少年年龄阶段的界

定标准有所交叉且尚未统一,因此本研究在参考国

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将儿童青少年的年龄定在６~
１８周岁[６Ｇ７],以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
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

析深入探索儿童青少年 SA 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

势,不仅有助于家长、老师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关注

这一群体,为其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支持;而且还有利

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更具针对性和创新性的

研究,为预防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和 WebofScience核

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检索平台,搜索２０００－２０２４年有

关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的文献,时间跨度设置为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知网

数据库检索式:主题 ＝(社交焦虑 OR交往焦虑 OR
互动焦虑 OR 社交恐惧 OR 社交回避苦恼).Web
of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式:TS＝“socialanxiety”

or“interactionanxiousness”or“interactionanxiety”

or“socialphobia”or“socialavoidancedistress”.

１．２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国内外

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２)研究主题为儿童青少

年SA.排除标准:(１)重复发表;(２)与研究主题不

相关;(３)会议论文、新闻、通知等.

１．３　文献分析方法　运用CiteSpace６．１．R６软件将

数据导入该软件.设置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０年１月至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切片为１,阈值为Top５０,网络剪裁为

Pathfinder,构建儿童青少年SA 研究知识图谱.进

行可视化分析时,中英文文献均进行年度文献量的

分析.除此之外,中文文献以关键词(keyword)为节

点,进行关键词聚类、突现分析.英文文献以参考文

献(reference)为节点来运行软件,进行文献共被引

聚类、突发性分析.

１．４　 数据分析及判断标准　聚类是将众多紧密相

关的关键词结合.一般认为聚类模块值Q＞０．３意

味着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０．５意味

着聚类是合理的,S＞０．７则是令人信服的[８].关键

词突现是指词频贡献度在短时间内发生骤增的现

象,突现词出现的程度越高,说明该关键词在学术界

受到的关注度越高[９].某一研究领域主题的动态特

征往往可以通过高被引用频次的文献来体现,因此

对高被引文献的聚类是对该研究领域主题热点的凝

练,可以体现出儿童青少年SA 的前沿动向[１０].文

献共被引突发性分析被用来探测引用量发生较大变

化的趋势,能够发现文献的影响力高低.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共检出论文

２８０７篇,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共检出论

文５０１２５篇;剔除重复、会议、新闻及主题明显不相关

文献(中文２３６８篇、英文４９６８６篇)后使用CiteSpace
６．１．R６进行数据清洗,排除查重文献后,最终获取有

效文献共７１９篇,其中中文２８０篇、英文４３９篇.

２．２　年度文献量　２０００－２０２４年,WebofScience核

心合集数据库中的文献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在２０２０年

达到峰值,发文量达３５篇.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文献量均呈

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突然下降后呈缓慢增长状态;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文献增长趋势最为明显.中国知网数据

库中,发 文 量 呈 持 续 缓 慢 上 升 的 趋 势.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知网发文量较少,基本都在 １０ 篇以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发文量持续增长,基本都赶超 WOS
数据 库;２０１９ 年 后,发 文 量 呈 现 跌 宕 起 伏 状 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４年儿童青少年SA相关研究的年发文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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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关键词分析

２．３．１　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中文关键词进行聚类,
共形成１８个聚类.数据显示节点数为２６６,连线数

为６２０,Q＝０．５４,S＝０．８９,整体网络密度为０．０２,证
明该聚类结构显著.本研究中节点数排名前１０的

聚类标签分别为:＃０(社交焦虑)、＃１(青少年)、＃２
(影响因素)、＃３(回归分析)、＃４(孤独感)、＃５(沙盘

游戏)、＃６(应对方式)、＃７(手机成瘾)、＃８(女生)、

＃９(统计学).进一步分析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２４年,国
内儿童青少年SA领域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儿童青少

年社交焦虑的流行病学研究、易感因素、心理和行为

表现及干预等方面.

２．３．２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

自尊,突现强度为４．６０,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说明其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研

究主题.而应对方式问题的相关研究持续时间最

长,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广泛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抑

郁、手机成瘾问题至今仍受到学者们的密切关注,标
志着当前该领域的热点和前沿,见图２.

２．４　文献共被引分析

２．４．１　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　构建聚类结构图谱节

点数为５７３,连线数为１９４４,Q＝０．７８,S＝０．８９,整体

网络密度为０．０１,说明该聚类结构显著,具有高可信

度.共被引文献的聚类关系中,前８个聚类矩阵分

别为＃０(childanxiety)、＃１(problematicmobile

phone)、＃２(schoolintervention)、＃３(epidemioloＧ
gy)、＃４(socialanxietydisorder)、＃５(socialskills
training)、＃６(experimentalstudy)、＃７(neurocogＧ
nitivedevelopment)、＃８(temperament).

图２　儿童青少年SA研究国内关键词突现图谱

２．４．２　文献共被引突发性分析　儿童青少年SA 引

用的关键文献中纵向社区研究的爆发性引用最强,
主要描述了青少年中社交焦虑症的患病率、危害、合
并症等.从时间顺序上来看,近５年内有２篇文章

出现爆发性引用,分别涉及“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及

干预效果”、“社交焦虑症的病因”２个方面,见图３.

图３　儿童青少年SA研究国外文献共被引突现图谱

３　讨论

３．１　国内外儿童青少年SA 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儿

童青少年SA 研究的发文量存在一定差异,但两者

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国内发文量总体趋势较平

缓,但在２０１４年进入猛增状态,这可能是因为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学校、社会对心理健康

的关注度逐步上升,儿童青少年SA 问题被各界积

极探讨;国外发文量在２００９年达到最大值后进入缓

慢增长状态.但无论是国内亦或是国外,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年间的发文量均出现较大增长.究其原因,可
能是由于一些特定原因导致了社交隔离,很多儿童

青少年个体被迫缺乏面对面的互动,这导致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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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社会活动时面临更大的焦虑.针对儿童青少年

SA问题,国内研究者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未来各

界学者应积极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与国际

同行分享研究成果,同时学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

论,为该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３．２　儿童青少年SA 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３．２．１　儿童青少年SA 的流行病学及合并症调查　
关键词“抑郁”“焦虑”“中介作用”及关键词聚类“回
归分 析”“统 计 学”“epidemiology”“experimental
study”是儿童青少年SA 流行病学及合并症调查的

相关研究.
进一步分析发现,儿童青少年SA 的检出率不

容小觑.一项对北京市１４１２名儿童青少年的调

查[１１]显示,３１．１％的儿童青少年存在SA症状;且合

并症在SA检出患者中非常普遍,发生率高达９０％,
重度抑郁症是临床研究中最常见的合并症[１２],未来

仍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势.
焦虑情绪通常被认为是抑郁的预测因素[１３],SA

会影响个体的认知状态,增强个体对社交情境中负

性信息的注意偏向,从而增加抑郁风险.
未来护理研究者应扩大样本量和地域范围,关

注不同年龄段、性别、文化背景下的社交焦虑表现及

其合并症的差异,以获得更全面的数据;开发多种评

估工具,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了解儿童青少年在不

同情境下的SA状态;与社会学、精神病学等多领域

的研究者合作,综合考虑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以
更好地解决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３．２．２　儿童青少年SA 的病因及易感因素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个性”及关键词聚类“影响因素”
“女生”“temperament”是有关该领域病因及易感因

素的相关研究.SA 在青少年群体中已经成为不容

忽视的心理疾病[１４].因此,了解SA病因,可以让人

们在生活中尽早预防.Creswell等[１５]关注儿童SA
的发展和维持,研究发现行为和环境因素等会导致

儿童SA的发生.另外,探究SA病因的相关文献在

近５年出现爆发性引用,这提示该领域可能成为我

国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从个体因素来看,性别[１４]、人格特征[１６]是 SA

的影响因素.从环境因素来看,某些重大社会公共

卫生事 件 会 对 儿 童 青 少 年 SA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Hawes等[１７]调查显示,在这些重大卫生事件延续期

间,青少年SA水平都有所增加.另外,农村个体的

SA检出率显著高于城镇个体.一项元分析研究[１８]

表明,处于农村的留守儿童,其SA检出率为３６．１％,
远远超过非留守儿童.此外,家庭环境也会对个体

产生重要影响.家庭环境是个体养成良好人格和稳

定情绪的重要场所[１９].张效等[２０]研究表明,父母教

养方式能预测中学生的SA,积极教养方式下的中学

生SA水平低.
因此,护理研究者在未来工作中,可以通过问卷

调查、访谈等方式获取更为具体的个体和家庭等信

息,以便更全面地了解SA 的成因及易感因素;关注

性别差异,通过深入分析,制订更为有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关注不同环境对儿童青少年SA 的影响,设计

相关研究,以探讨其影响机制.

３．２．３　 儿童青少年 SA 相关心理和行为表现　儿

童青少年SA 相关心理和行为表现包括关键词“应
对方式”“手机成瘾”“problematicmobilephone”及
关键词聚类“孤独感”“手机成瘾”“应对方式”.有研

究[２１]显示,SA是孤独感的风险因素.此外,梁若枫

等[２２]研究证实,SA既可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
也可通过自我概念间接影响应对方式.消极的应对

方式可以表现为手机成瘾、智能手机使用问题等.
一项荟萃分析[２３]表明,SA是青少年手机成瘾发展的

预测指标.
未来研究者可以设计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案,

强调积极应对策略的培养,帮助儿童青少年建立健康

的社交行为;与家长、教师等合作,共同创设支持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氛围环境,鼓励其积极沟通和互

动,减少孤独感;在设计儿童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预防

和干预措施时,应考虑SA的影响因素.

３．２．４　儿童青少年 SA 的干预措施　儿童青少年

SA的干预措施包含关键词“schoolintervention”
“socialskillstraining”及关键词聚类“沙盘游戏”等.
有研究[２４]显示,社交技能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个体

的SA水平.同时,一项全国性研究[２５]显示,以学校

为基础进行的积极心理学干预显著减少了个体的社

交退缩和SA,提升了对学校氛围的积极看法.沙盘

游戏疗法也在 SA 的干预效果上表现出了极强的

优势[２６].
未来的护理研究者应与学校合作,开展社交技

能培训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个体需求,制定个性

化的社交技能培训方案,利用角色扮演等方式,让个

体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社交技能,增强自信心;引入

沙盘游戏疗法,将其作为干预工具,引导儿童青少年

表达内心感受,缓解SA;同时还可以开展评估与反

馈机制,对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４　小结

儿童青少年SA 的流行病学及合并症调查、病
因及易感因素、相关心理和行为表现及干预措施是

我国当前研究的热点及前沿趋势.本研究为儿童青

少年SA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并预测了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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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问题的探索有指导意义.但本研究也存在局限

性,在检索文献数据库时,由于时间、内容和语言的

限制,因此并不能完全涵盖有关儿童青少年SA 的

所有研究成果.希望未来相关研究在保证文献质量

的基础上,拓宽数据检索范围,以便更全面的展现该

领域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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