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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损伤是指人体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损伤。

而类运动损伤指的是在进行球类运动项目过程中所出现的

运动系统的损伤。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

教融合、体医结合等文件的出台，“健康”成为了时代主

题以及大众追求。在国家政策支持以及自身需求的条件下，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中国的运动人口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体育运动也经常伴随着运动损伤，导致运

动损伤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对运动损伤的研究可以帮助运

动员减少训练和比赛中出现的运动性疾病，保障运动员的

训练效率，提高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延长运动员的运动生涯。

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对于运动损

伤的预防与治疗尤为重要，面对诸多潜在的运动损伤问题，

论文通过分析球类运动损伤内容，厘清球类运动损伤发展

现状，了解球类运动损伤的研究思路、前沿与热点，以期

为助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知网上以“球类运动损伤”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检索条件为“精确”，时间选择 1995年至 2021年，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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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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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选择“全部期刊”，共检索到 512篇，通过人工剔除无

效文献后将剩余的 496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Ⅴ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 ）

陈超美（ ）开发的一种多元、分时、动态的应

用程序和可视化软件。该软件在绘制各个科学领域的科学

知识图谱、分析不同特征和类型的引文网络以及识别和呈

现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和功能

优势 [3]。

论文采用 、Excel2013以及Word2013软件对

所选的 496篇文献中的文献年度、研究机构、研究作者、研

究热点进行分析与数据整理。

根据发文量随年代分布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球

类运动损伤研究性文献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

势以及分析波动原因。由图 1可看出，中国从 1995—2021

年总体发文数量变化趋势，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示中国球类运

动损伤研究的发展趋势，把整体的发展趋势分为三个阶段来

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为快速增长阶段（1995—2009年）。该阶段

是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研究发文量相关研究的快速增长期，增

长呈线性增长，产生了很多有代表性的文章，这揭示了中国

球类运动损伤研究受到众多研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第二阶段为波浪稳步发展阶段（2009—2016年）。该

阶段的发文量在 75~95篇之间波动发展，从整体趋势来看，

2009年至 2016年的发文量属于最高产阶段。该阶段各个机

构的研究者从球类损伤的评估、损伤预防、损伤机理、治疗

手段以及康复干预等方面进行探索。从而使得不同方向的有

关球类运动损伤的研究层出不穷，为中国球类运动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阶段为快速下降阶段（2016年—至今）。该阶段

由 2006年的 93篇直接下降到 2021年的 13篇。该阶段虽然

发文量不多，但也能够凸显出该阶段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研究

现状。

对研究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的科研机构的分布进行分析，

有助于了解在该领域研究的队伍的基本情况，知晓中国球类

运动损伤研究的核心力量所在，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重要

的参考价值。

根据图 2研究机构知识图谱显示，在选取的 496篇文

献中，总共有 193个科研机构参与到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研究

中来，目前高校是研究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的代表机构，为该

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表 1可知，E=0，代表

着机构间几乎没有合作，大部分机构的研究相对独立。

例如，北京体育大学在该领域的发文量最高，但没有

与其他机构合作，属于“独自美丽”型。那么，这种趋势则

向我们传达了一些信号，即各大研究机构不能“单兵作战”，

各大综合院校、体育院校、师范院校间应该加强合作交流，

达到资源共享的效果，共同为中国球类运动损伤方面的发展

做贡献。

科研文献作者是某个研究领域最基础的个体，对该方

向的研究学者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的

研究学者分布状况以及发文量等。通过运行 CiteSpace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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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者的发文量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根据普赖斯

（PRICE·D）提出的高产作者发文量（M）的计算公式计

算发现，在 496篇文献中，有 225名作者参与该领域的研究。

图 3中选取了在该领域发文量排名前 10的作者进行统计，

其中王厚雷、韩奇、梁晓龙所属的节点最大，侧面反应发文

量最高。通过对相关作者研究发现，高产作者所处的工作环

境和可获得的资源对于该领域的持续发展研究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提供相关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研究机构 发文量

北京体育大学 9

西北师范大学 4

山西师范大学 4

云南师范大学 3

广州体育学院 3

安徽师范大学 3

扬州大学 3

西北民族大学 3

广西师范大学 3

吉林体育学院 3

根据作者合作图谱显示：密度 =0.0033，表示作者之

间的网络合作较弱。将 Filters设置为

，表示共现作者合作网络团

体三组。如表 2所示，其中最大的合作团体是以周静秋为核

心，其中包括蒋宏伟、苏阳、钱竞光、刘君合作团体 1组；

第二大合作团体是以黄鹏为核心，与李玉、徐辉、高晓嶙合

作；第三大合作团体包括刘海斌、何志强、元文学、丛陪信

等作者。

发文作者 发文量

王厚雷 6

韩奇 3

梁晓龙 3

马森 2

黄鹏 2

高晓嶙 2

陈枭阳 2

王聪 2

苗玉生 2

刘海斌 2

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运行 CiteSpace，将 设

置为“关键词”，TopN设置为 50，其它为默认值，根据成

图效果选择寻径算法，进行修剪后得到图 4，数据显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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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包括节点 308，连线有 612条，网络

密度为 0.0129。统计结果可以分析出运动损伤以及预防、篮

球运动、预防措施、网球、足球、大学生等关键词节点大，

具有较高中介性。这些关键词代表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研究的

热点以及现状问题。如表 3所示，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于：

①篮球运动损伤的预防与措施。篮球作为中国最受欢

迎的运动项目之一，该项运动属于同场对抗性运动，其身体

对抗性强，故对于运动损伤的预防与治疗措施尤为重要。

②羽毛球运动损伤研究。相关研究发现，专业运动员

和羽毛球爱好者患病率不相上下，在运动过程中容易发生急

性损伤，如膝关节、踝关节、大腿肌、腰肌等部位的扭伤，

最容易受伤部位是腕关节，其次是网球肘、肩袖损伤。

关键词 频次

运动损伤 267

预防 105

损伤 98

篮球运动 75

预防措施 73

羽毛球运动 71

篮球 62

网球 30

足球 29

大学生 29

关于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研究的在 1995—2021年期间发

文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快速增上阶段、波浪稳

步发展阶段、快速下降阶段。出现这三大阶段的原因跟当时

体育运动发展情况、国家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有关系。

对于球类运动损伤研究的机构主要集中在综合院校、

师范院校、以及体育院校。而各大机构以及作者间的联系较

少，不利于资源的互享，为了促进该领域的持续发展，各

大机构、作者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共同探索该领域的研究

前沿。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显示，中国球类运动损伤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运动损伤的预防与治疗、篮球运动损伤研究、网

球运动损伤研究等领域，学者们应该加强交流合作，深入探

索该领域的前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期有效降低运动损

伤发生率，提高运动损伤康复治疗手段。在某领域要有突破

性的发展，其重点在于加强交流合作，提倡学科交叉影响，

不断树立创新意识，再结合科技手段来促使研究成果的进

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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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运动员在不久的将来都将面临着退役寻找新职业

这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在 2021年东京奥运会和第十届陕西

全运会后，必将有一大批运动员会选择退役。如何完成退

役运动员的职业转换，解决好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

让运动员的付出有所回报，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1]。然

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与群众思想的解放，媒体融合时

代也必将席卷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论文通过文献综述法，

逻辑分析法对媒介融合时代进行系统分析，寻找出有利于

退役运动员资本再生产的途径，促进中国体育事业持续性

发展。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竞

技体育领域也在不断地发展，运动项目呈现多样化发展趋

势，运动员队伍也随之壮大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各项国

内国际大赛中中国体育运动员取得的优秀成绩，这些成绩

的背后无不是运动员们辛勤的付出。运动员作为一种特殊

职业，他们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要使命，也一直为国

家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默默做出贡献。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经历了不少的磨难，新一批青年

运动员已经开始崭露头角：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获得 51

枚金牌，22枚银牌和 28枚铜牌，位列各国第一；2021年

伦敦奥运会中国获得 38枚金牌，31枚银牌和 22枚铜牌位，

列国第二；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获得 26枚金牌，23枚

银牌和 38枚牌，位列各国第三；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获

得 38枚金牌、32枚银牌和 18枚铜牌，位列各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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