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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线医疗咨询（online medical consultations, OMC）是

指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生—患者医疗咨询，被视为是远

程教育的一部分，能够有效改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

题。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不仅提供信息，还给予诊断、

治疗建议和处方等医疗议程（Al-Mahdi，2015）。除了

突破地理限制外，OMC还能够增加对老年患者、残障人

士、慢性疼痛患者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由于其便利性、

可及性和高性价比，OMC也受到年轻人和少有时间线下

就医患者的青睐（Kauer et al.，2014）。不仅如此，OMC

还能够应对因医疗资源紧张造成的社会恐慌，帮助改善

各地公共卫生需求。因此，OMC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

（Singh et al.，2018）。自2000年以来，OMC全球服务每

五年增长150%（Zhang，2020）。2023年，全球在线医生

咨询市场的收入达到237.5亿美元，预计该收入将在2024

至2029年间持续上涨（Statista，2023）。这引起了研究人

员的关注，相关研究大量增加。WoS核心期刊数据库中，

OMC相关研究已达到3000余篇。因而对OMC研究进行系

统地梳理和回顾是必要的。

已有的OMC的研究综述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OMC的开发及挑战（Singh et al.，2018）；（2）OMC

在心理治疗、初级保健、心脏病学等不同领域的应用

（Stoll et al.，2020；Mold et al.，2019；Di Cerbo et al.，

2015；Edo-Osagie，2020）；（3）促进OMC发展的因

素（Yang et al.，2022）；（4）OMCs的研究主题和进展

等（Al-Mahdi et al.，2015；吴江 等，2019；Lu et al.，

2022）。这四个方面显示了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对OMC

研究进行综述，而鲜有学者从微观层面，例如对OMC话

语研究进行梳理。为了探寻OMC话语研究所涉及的学科

领域、研究热点、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以及中外研究

的区别，本研究借助CiteSpace工具对中国知网20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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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C话语研究进行梳理，勾勒当前的研究现状，指出存

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促进OMC研究的

发展。

2  数据来源、研究问题与研究工具

2.1  数据来源 

本文依据的国内文献数据来源是中国知网，以主题

方式检索“在线医疗咨询”“线上医疗咨询”“互联网

医患交流”“在线问诊+话语/语用/对话”，共检索到147

篇文献，经过人工清洗后获得2010年至2024年75篇国内

文献，最后检索时间为2024年7月26日。

2.2  研究问题与研究工具

统计分析过程中主要使用 CiteSpace 6.3R1。CiteSpace

是一款由美国雷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的WISE实

验室联合开发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基于科学计量学

与数据可视化，该分析软件可以将数据进行可视化。

借助该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功能，本研究重点回

答：（1）国内OMC话语研究的总体特点和趋势是什

么? （2）国内OMC话语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框架分别是

什么? 有何特点?（3）国内OMC研究关注的热点是什

么?（4）这些研究的语料和研究方法分别是什么？

3  OMC 研究动态分析

3.1  总体研究情况 

学术期刊刊文量的变化可以反映某领域的动态发

展历程。如图1所示，研究结果显示：（1）发文量波动

较大，经历了“缓慢起步”（2010—2015）、“浅幅波

动”（2016—2018）、“数量激增”（2019—2022）、

“回归稳定”（2022—2024）四个阶段。（2）发文量阶

段性特征较为明显。2018年之前的两个阶段文献数量分

别基本持平，增长缓慢，平均每年收录论文量为3篇左

右。2019年开始的近5年间国内发文量呈现迅猛增长趋

势，2020年达到近15年的顶峰，发表论文13篇，占所有

检索论文的17%。（3）从发文数量看，2018年之后OMC

研究进入发展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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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OMC话语研究历年文献发表数量图

Figure 1 Figure of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on OMC discourse research in China

3.2  研究学科、视角及理论框架

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国内OMC话语研究涉及的学

科相对多样，其中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共56篇，占

比70%，中国语言文学共26篇，占比35%，新闻与传播

学共22篇，占比30%，计算机及计算机应用共7篇，占比

10%，外国语言文学共4篇，占比5%。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 其他 中国语言文字 新闻与传媒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 外国语言文字

图 2  国内OMC话语研究领域比例

Figure 2 Proportion of OMC discourse research fiel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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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发现，OMC话语研究引起了医学界、语言

学界、传播学界和计算机学界等的共同关注; 以医学边缘

学科关注为主，语言学关注为辅。笔者按照期刊所涉学

科领域对相关文献分类进行阅读后有了进一步发现。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的研究主要从计算机和

信息研究视角和经济和管理学视角开展。其中，前者的

理论模型包括：整合技术接受模型、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吴大鹏，2012；童俞嘉 等，2022）、媒介丰富性理

论、社会临场感（杨恒，2014）、信息不对称理论（沈

雨亭，2016；胡媛荣 等，2019；王婷，2019）、可信平

价的算法优化（曹艳蓉 等，2018）、Davis的技术接受

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高锦秀 等，

2018）、UTAUT模型理论（石烟，2019）、Kotler的理

论模型（感知价值理论）（方媛 等，2019）、消费者

信任理论和消费者感知理论（陆泉 等，2019）、循证

决策视角（叶艳 等，2022）。后者的理论模型主要涉

及现状偏差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张晓飞，2014）、认

知吝啬理论、“机会—动机—能力”（OMA）框架（王

婷，2019）、消费者信息处理及决策理论和价格效应

（李玉梅，2020）、礼物交换的原则和强关系和弱关系

理论（王雅楠，2020）、演化博弈论，ELM理论（李超

然，2021）、现状偏差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张晓飞，

2014）。

语言学和传播学也有独特的视角。语言学相关分

析主要关注话语策略，相关理论与框包括：（1）经典

语言学理论：会话分析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杜依依，

2019）；会话修正理论（王铭瑶 等，2023）；系统功能

语言学的及物性、评价理论、修辞论辩理论和话语行为

分析框架（王琴 等，2024）。（2）管理学相关理论：

Spencer-Oatey的和谐管理理论（刘慧珍 等，2019；马婧

赫，2021）；李海辉（2008）的话语缓和三分法（马婧

赫，2021）；耶夫·维索尔伦（1999）的顺应论（袁周

敏，2013；赵鑫，2019）、Kennifer等（2009）的分类法

（魏爽 等，2023）。（3）语步相关理论：延展性标记语

和语步策略（杨娜 等，2020）；Edmonson（1981）的辅

助话步（王晓将，2022）；Swales（1990，2004）语步—

语阶分析框架（任育新 等，2023）。（4）信任和身份

框架：Heritage的医患会话框架（蒋筱涵 等，2020）；

陈新仁的语用身份理论（蒋筱涵 等，2020；曹如洁 等，

2022）；Fuoli and Paradis的信任修复话语模型（曹如洁 

等，2022）。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患者的沟通和信任，

相关理论有线索消除理论（Cues filtered-out theories）、以

患者为中心的沟通（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PCC）

模式（曹博林 等，2020）和Mayer等对主体可信性的划分

（郑晓梅 等，2022）。

所分析的语料主要来自以下四个网站及其他数据

库：（1）好大夫（王琴 等，2024；聂卉 等，2023；沓

钰淇 等，2021；叶艳 等，2022；李超然，2021；李玉

梅，2020；杨娜 等，2020；王雅楠，2020；陆泉 等，

2019；马骋宇 等，2016；范晓妞 等，2016；沈雨亭，

2016；张晓飞，2014；史海青，2014）。（2）丁香医

生（任育新 等，2023；曹如洁 等，2022；马婧赫，

2021）。（3）春雨医生（魏爽 等，2023；王晓将，

2022；丁凤一，2020，胡媛荣 等，2019；汪祥松，

2015；郑晓梅 等，2022；蒋筱涵 等，2020；王铭瑶 等，

2023）。（4）其他数据库： 医疗录音（袁周敏 等，

2013）、快速问医生、掌上淘医（胡长爱 等，2014）、

调 研 项 目 （ 石 烟 ， 2 0 1 9 ） 、 有 问 必 答 网  （ 赵 鑫 ，

2019）、健康160（曹博林 等，2020）。

3.3  研究热点话题解读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在某一研究领域

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意味着相关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冯佳 等，2014）。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功

能提取出的高频主题词能够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同

时，关键词中心性是从衡量节点重要性的指标。关键词

中心性的大小，表明其连接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的多

少。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比，其大小意

味着该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

由于本研究进行国际文献搜索时采用在线医疗咨

询、在线问诊、线上问诊等为检索词。搜索结果显示，

在线问诊、在线咨询、医疗咨询和在线医疗是国内图

谱中较大的节点。由于这3个节点过大，会影响分析其

他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分析时将这3个节点抹

去。图3是除去这3个关键词之后国内OMC话语研究热点

主题词，表1则列出了除去之后出现频率最高的15个关

键词。

表 1  核心期刊OMC研究热点主题词频统计

Table 1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hot topics in OMC 
research of core journals

序号 关键词 频率 中心度 年份

1 医患关系 9 0.11 2014

2 医患沟通 6 0.13 2015

3 医患互动 4 0.02 2014

4 移动医疗 3 0.07 2014

5 健康传播 3 0.06 2022

6 医患交流 3 0.05 2017

7 身份建构 2 0.02 2016

8 影响因素 2 0 2019

9 医生身份 2 0 2020

10 择医行为 2 0 2019

11 医疗服务 2 0.04 2018

12 缓和语 2 0 2019

13 服务质量 2 0 2020

14 医疗话语 2 0 2020

15 医疗社区 2 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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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关键词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内文献关

注的多为医患关系、医患沟通和医患交流，其中尤以医

患沟通占比最重，出现频次最高的15个关键词中3个均

类属于沟通（即沟通、互动、交流）。但沟通这一核心

概念在国际文献中出现频次较低。通过研读国际文献的

关键词可以看出，本领域的国际发表的文献目前更加关

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系

统）相关研究。

国内期刊的高频关键词沟通、互动和交流也展现

出对“沟通”的重视。从国内期刊关键词图谱中可以看

出，下半部分更多是从医患行为、话语实践和信任构建

的角度对医患互动进行研究，它们单独占据一块区域。

同时，左半部分关于医生身份建构的研究已成为相对独

立的研究。

其次，仔细观察关键词图谱之后不难发现，医生话

语在国内期刊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外，医“信息”这

一关键词则出现在国际期刊中。但整体看，国内对于医

生话语的关注还不够。医生的话语策略是一个值得语用

学者关注的话题。此外，在线咨询近年来发展迅猛，如

何结合管理学和语用学等学科的理论推医生话语策略的

发展，如何使用话语安抚患者的情绪，帮助患者更好、

更直接的解决患者的问题，都是国内语用学界亟须思考

的问题。同时，将国内在线医疗咨询的成果介绍到国际

学界也必将对国内语用学领域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最后，如图3所示，从知识图谱中可以看出，国内

期刊点多线少密度低，表明关键词较为分散，有较多的

关键词分散在核心节点体系的四周。这表明国内研究相

对分散，研究领域相对宽泛。

图 3  国内OMC话语研究关键词共献图谱

Figure 3 Figure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in OMC 
discourse research in China

3.4   核心研究领域和知识结构 

聚类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将OMC话语划分

为不同的模块，来展示出国际和国内各自的主要研究领

域，把握领域发展趋势。模块值越大，表示聚类越好，

Q的取值区间为［0,1］，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明显。

S值高于0.5可以认为聚类结果同质性较高（Alderson，

2007）。结果显示，两个数据库的聚类结构显著。

CNKI数据库中OMC话语文献产生6个聚类，聚类值Q为

0.8576，聚类内部相似度指标S值为0.9712。聚类图谱如

图4所示。本研究检视了每个聚类，来厘清国内外OMC

话语研究趋势及其背后的知识结构。

图 4  国内OMC话语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4 Figure of keyword clustering in OMC discourse 
research in China

由于以关键词作为聚类名称，国内文献中的OMC话

语研究聚类0“医患沟通”主要是医学领域相关，多为

对在线咨询质量（徐志杰 等，2015；陈敏 等，2016；

沈雨亭，2016）、医患交互性（范晓妞 等，2016；孙

远灿，2017）、患者送礼行为（王雅楠，2020）、医患

行为与医患关系（李玉梅，2020；李超然，2021）的研

究。聚类1“医疗咨询”中包含了语言学与计算机学相关

的文献。语言学文献重点考察了语用身份的建构（袁周

敏 等，2013；卢文静 等，2016；蒋筱涵 等，2020）、

医生建议行为的实施（刘慧珍 等，2019）、缓和策略的

使用（赵鑫，2019；马婧赫，2021）、医生的语步（杨

娜 等，2020）、话语结构（任育新 等，2023）、医生

回应消极情感的话语策略（魏爽 等，2023；王琴 等，

2024）。计算机学科则主要关注构建医疗咨询系统（吴

大鹏，2012；杨恒，2014；张强，2015；Casey et al.，

2017；黄晓亮，2021）、软件的功能（胡长爱  等，

2014）、在线医疗服务的转化率（史海青，2014；马

骋宇 等，2016）、信息回复的形式和功能（王晓将，

2022）。

聚类2“医患关系”虽与聚类1内容有部分重叠，但

它重点集合了语言学与传播学相关研究。前者包括信任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在线医疗咨询话语研究现状分析2024 年 12 月
第 6 卷第 6 期 ·136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606150

机制的构建（曹如洁 等，2022）和医生的信任话语（郑

晓梅 等，2022），后者涉及用户感知价值研究（方媛 

等，2019）、线上医患交流效果（曹博林 等，2020）。

聚类3 “在线医疗”主要关注计算机和信息领域的研究，

包括识别抑郁症症状短语（聂卉 等，2023）、构建患者

健康主题分析模型（叶艳 等，2022）和自动评估医生反

馈内容（刘通 等，2017）等。聚类5“在线问诊”包括了

医生的亲社会行为（王婷，2019）和医生话语的修正策

略（王铭瑶 等，2023）。聚类7“医患交流”多是结合文

本分析和计算机手段，对在线服务医疗意愿及需求（高

锦秀 等，2018；石烟，2019，胡媛荣 等，2019；陆泉 

等，2019；童俞嘉 等，2022）和医患沟通交流模式（丁

凤一，2020；曹博林，2021）进行讨论。

综合来看，以上6个聚类显示了十多年来国内OMC话

语的若干主要研究话题，包括在线咨询的系统质量和医

学效果、患者需求、医患行为、医生身份构建和话语策

略，以及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和社会学的探讨。

3.5  研究方法

本文统计了11年间国内OMC话语研究运用的研究

方法。经统计，2010年至2024年间国内OMC话语研究在

研究方法上呈现以下特点: （1）以定性研究为主，主

要研究方法包括：访谈法（杨恒，2014；Casey et al.，

2017；石烟，2019；曹博林，2021）、问卷调查法（张

晓飞，2014；徐志杰 等，2015；高锦秀 等，2018；石

烟，2019；方媛 等，2019；郭勇 等，2020；曹博林 等，

2020；叶艳 等，2022）、文献研究法（杨恒，2014; 杜

依依，2019；王雅楠，2020；丁凤一，2020）、主题

分析和语篇分析（Casey et al.，2017）、会话分析和

个案分析（杜依依，2019）、实证分析法（王雅楠，

2020）、层次分析法（叶艳 等，2022）、扎根理论（魏

爽 等，2023）等。以质量结合方法为辅，主要研究方

法包括：对比分析（胡长爱 等，2014）、演化博弈理

论方法（汪祥松 等，2015；李超然，2021）、回归分析

（沈雨亭，2016；陆泉 等，2019）、实证分析法（王雅

楠，2020）、话语分析（马婧赫，2021；曹如洁  等，

2022；王琴 等，2024）、结构方程模型（童俞嘉 等，

2022）等。只有少量纯定量研究，具体研究方法为: 内容

分析（杜依依，2019）人工标注法（王雅楠，2020）、

文本分类法（丁凤一，2020）、语料库（马婧赫，

2021；王琴等，2024）、无监督机器学习法（聂卉 等，

2023）等。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1）国内OMC年发文量呈波动态势；

（2）OMC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医学及医学边缘学科和语

言学及传播学，语言学视角下的主要理论有经典语言学

理论、人际关系管理理论、语步语阶理论和身份理论

等；（3）医患沟通和医患关系是OMC话语的研究热点；

（4）语料大多来自好大夫、丁香医生和春雨医生等语料

库，主要研究方法为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和

内容分析等。

在线医疗咨询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话题，语用

学研究者应主动关注OMC的医学人际语用、医患沟通话

语等跨学科研究，帮助OMC话语体系的建构。其中，

开展跨文化视角下的比较和对比话语研究更是跟上国际

步伐的当务之急，以期为实现“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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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Online 
Medical Consultation Discourse Research based on CiteSpace

Wang Bingji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NKI, this article uses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omestic online medical consultation discourse 
from 2010 to 2024. The study reveals that: (1)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n domestic OMC shows a 
fluctuating trend; (2) The discourse research of OMC is mainly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supplemented by lingu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in linguistics research are classic linguistic theor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discourse steps and phases; (3)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4) The corpora are mostly from websites such as Haodf, Dingxiang Doctor, 
and Chunyu Doctor, and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are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Key words: Online medical consultation; Discourse; CiteSpac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