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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时代鲜明的全球趋势之一袁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现实需求空前凸显袁 老年人健康问题逐渐受到政府和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遥 太极拳作为我国三大内家拳之一袁也是在国外流

传最广的中华传统拳种袁强调内外兼修尧养练结合袁得益于低

成本尧低速度尧高效益的特点袁深受国内外老年人的喜爱袁在应

对老龄化问题上有着独特而强大的潜力遥
从 1995 年至今袁太极拳的健康促进价值与疾病防治价值

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袁 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太极拳

与老年健康管理的结合做了大量分析和研究袁 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袁也有不少学者对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咱1-4暂袁这些评

述都对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做出了贡献袁 但仍存在局

限之处袁在研究内容上袁现有研究缺少系统全面的国内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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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袁在研究方法上袁主要采用主观解读的方法袁很少运用科

学计量方法遥 鉴于此袁 本文运用 Excel 和 CiteSpace 软件对

1995要2023 年 CNKI 和 WOS 数据库中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

理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袁旨在全面系统把握尧精准对比剖析国内

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态势袁 为太

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中文文献来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渊CNKI冤遥使用

高级检索袁检索条件=渊渊主题院太极拳渊精确冤冤OR 渊主题院 太极

渊精确冤冤冤AND渊主题院老年人渊精确冤冤AND渊篇关摘院健康渊精
确冤冤袁 文献类型=中文学术期刊合集袁 来源类别=北大核心+
CSSCI袁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4 日袁检索到文章 1 021 篇袁
最终筛选出 998 篇文章进行研究遥

外文文献来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遥使用高级检索袁引
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渊SCI-EXPANDED冤袁
1900要至今袁检索式=渊渊TS=渊tai ji冤冤 OR 渊TS=渊tai ji quan冤冤 OR
渊TS=渊tai chi冤冤冤 AND 渊TS=渊older adults冤冤AND 渊AB=渊health冤冤袁
文献类型=渊article冤OR渊review冤袁语言=渊English冤袁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5 日袁 检索到文章 1 229 篇袁 最终筛选出 1 000
篇文章进行研究遥
1.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Excel 和 CiteSpace 分析软件 6.2.R1 版本对国

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袁 统计现有文

献的作者合作网络尧机构合作网络尧关键词共现数据等袁绘制

并呈现 1995要2023 年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领

域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袁 以此解读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

理从 1995要2023 的演进路径尧主要内容和研究前沿袁进而在

文献发表情况尧研究热点尧研究趋势 3 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袁
客观呈现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的异同点遥
2 研究结果

2.1 国内外文献发表情况

2.1.1 发文量概况

检索结果按上述文献筛选条件筛选后袁 共计获得中文文

献 998 篇袁英文文献 1 000 篇袁通过 Microsoft Excel 按照时间

顺序分别对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进行统计袁 统计结果见图 1遥
由图可知袁近 20 多年该领域总体刊载文献量较多袁国内发文

量在近 2 年趋于下滑袁而国际发文量自 2003 年开始袁文献数

量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袁尤其在近 5 年袁文献数量空前鼎盛袁
大幅度领先于国内遥

统计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排名前 9 的国家的发文量

渊不限制语种冤渊见图 2冤 可以发现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

的文献数量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袁其中澳大利亚尧加拿大尧
英国等国家发文量虽与中美存在一定差距袁但也较为可观遥 由

此说明美国尧 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关注太极拳与老

年健康管理这一研究领域袁 也可以看出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

理研究在国内的热度并没有下降袁 只是不少国内学者将研究

成果发表在了外国期刊上遥

图 1 1995要2023年间国内外关于太极拳和老年健康管理

研究的文献发文量

图 2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各个国家的总发文量

2.1.2 研究作者分析

国内外发表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论文的作者共有

1 234 位袁其中国内 554 位袁国际 680 位袁发文量分别在国内外

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见表 1遥 美国的 Wayne袁 Peter M 是国际上

的最高产作者袁发文量为 21 篇袁刘静是国内的最高产作者袁发
文量为 8 篇遥 依据普莱斯定律计算核心作者刊发文章最低累

积量是院 =0.749姨 渊 代表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总

量冤袁可得 国际抑3曰 国内抑2袁核心作者发文总量分别占国内

外本领域文献总量的 10%和 19%袁均未达到 50%袁由此可知袁
该研究领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遥

以作者为网络节点袁对主要研究者进行共现分析袁了解该

领域中的主要作者及其学术影响力袁如图 3尧图 4 所示遥分析结

果表明袁国际的研究团队初成规模袁内部联系较为紧密袁出现

了 Wayne尧Li尧Wolf 等几个主要作者合作群袁 反观国内作者关

系网络袁各团队之间联系松散袁只有刘静尧金荣疆尧孙威等少部

分作者有较为明显的关系网络袁长期以来容易形成学术障碍遥
同时也可以看出袁国内单个作者发文量整体落后于国际袁不过

部分国际高产作者来自中国遥 再从中介中心性来看袁国内外所

有研究者的中介中心性均小于 0.1袁说明这些学者在太极拳与

老年健康管理这一领域的持续性和集中度不高袁 当前该领域

尚未出现影响力非常大的学者遥

图 3 基于 CNKI数据库的作者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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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作者共现网络图谱

2.1.3 研究机构分析

统计本研究领域国内外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研究机构袁
如表 2 所示遥 发表该领域英文文献最多的是哈佛大学渊包括哈

佛医学院在内冤袁发文量为 105 篇袁远超于其他研究机构曰发表

该领域中文文献最多的是上海体育大学袁 上海体育大学在国

内和国际上的总发文量为 73 篇袁也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遥
通过对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领域内研究机构进

行共现分析袁绘制机构合作网络共现图谱渊见图 5尧图 6冤袁国内

相关文献的机构共 157 个袁建立的合作关系有 211 个袁网络密

度为 0.000 9袁表明国内主要研究机构间合作较少曰国际相关

文献的机构共 392 个袁建立的合作关系有 1 082 个袁网络密度

为 0.014 1袁表明国际主要研究机构间合作较为紧密遥 从中介

中心性来看袁 发表中文文献的研究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为 0袁
发表英文文献的研究机构中有 4 所中介中心性超过 0.1袁在该

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遥 其中有 2 所来自中国袁 两所来自美

国袁中介中心性最高的研究机构是来自美国的哈佛大学遥

图 5 基于 CNKI数据库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图 6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2.2 国内外研究热点

2.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研究内容的提炼袁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制

作共现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

健康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袁是挖掘前沿热点的重要方法遥

表 1 国内外发文量排名前 10位作者统计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刘静

金荣疆

宋清华

任可欣

孙威

杨子燚

陈爽

赖学鸿

宋祺鹏

杨慧馨

序号 国内作者

8

6

6

5

5

4

4

4

4

4

发文量/篇 中介中心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国外作者

Wayne, Peter M

Li, Fuzhong

Wolf, SL

Tsang, William W N

Irwin, Michael R

Zheng, Guohua

Tao, Jing

Lipsitz, Lewis A

Harmer, Peter

Chen, Lidian

国家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香港

美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发文量/篇 中介中心性

21

16

12

12

11

10

10

9

9

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2 国内外发文量排名前 5位研究机构统计表

1

2

3

4

5

Harvard Univers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序号 机构

60

45

45

44

41

发文量/篇 中介中心性

0.20

0.11

0.09

0.25

0.10

机构

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上海体育大学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发文量/篇

18

17

15

10

10

中介中心性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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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 CNKI数据库的高频词以及高中介中心性词

表 4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高频词以及高中介中心性词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衡能力

健身

中老年

健康

心理健康

心肺功能

骨密度

有氧运动

老年女性

综述

序号 关键词

56

37

31

29

28

20

18

15

15

15

出现频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健身

平衡能力

中老年

心理健康

骨密度

平衡

全民健身

高血压

心肺功能

有氧运动

中介中心性

0.04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纳入 CNKI 作者关键词以及 WOS 作者和扩展关键词袁最终得

到国内尧国际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关键词图谱袁如图 7尧
图 8 所示遥

图 7 基于 CNKI数据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8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去除如 older adults尧people尧老年人尧太极拳等无明确研究

内容指向的词语和重复含义的词语后袁 分别按照关键词的出

现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进行统计和排序袁 数值从大到小位于前

10 的结果如表 3尧4 所示遥
由表 3 可知袁平衡能力尧健身在两种统计指标下均位于前

2袁是国内在该领域的关注焦点遥 平衡能力尧骨密度尧心肺功能

等关键词对应了骨质疏松尧肺心病尧冠心病等老年人常见的慢

性病袁 说明国内对太极拳的康复治疗研究已经开始深入到一

个或多个具体的应用领域遥
由表 4 可知袁国际研究中的不少重要关键词与国内相似袁

例如 院balance尧physical activity尧health尧aerobic exercise尧women
等遥 除此之外袁 还出现了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尧interven鄄
tion尧performance 等袁 说明随机对照试验是国际太极拳与老年

健康管理领域中常见的研究类型遥tai chi尧chuan 两个关键词的

出现证明国际中对太极拳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为 tai chi 和
tai chi chuan遥 community 的中介中心性较高是因为国际上美

国尧中国等国家的社区养老模式较为成熟袁相关研究多以老年

社区为单位展开实验遥
2.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挖掘关键词对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

研究的价值袁本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袁将有联系的节点进

行整合并提取对应的关键词袁采用野LLR冶计算方式袁把关系密

切的关键词聚集在一个标签里袁绘制出关键词聚类图谱袁其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tai chi

exercise

balance

physical activity

quality of lif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falls

health

intervention

performance

序号 关键词

599

316

229

225

195

169

138

111

106

103

出现频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physical activity

aerobic exercise

performance

exercise

quality of lif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isk factors

community

chuan

women

中介中心性

0.12

0.09

0.08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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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值渊 值冤和平均轮廓值渊 值冤两个指标可以用来评定关

键词聚类效果遥一般认为当 >0.3尧 >0.5 时聚类结构是显著且

合理的遥 对国内和国际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关键词图

谱进行聚类袁两者的 值分别为 0.864 4 和 0.669 1袁说明该聚

类结构均显著袁两者的聚类 值分别为 0.970 6 和 0.869 7袁说
明聚类结果均合理遥 最终分别导出国内 20 个尧国际 19 个聚类

渊见图 9尧图 10冤遥

图 9 基于 CNKI数据库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图 10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当前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

的研究内容袁本文将以上主要聚类归纳为 4 大类研究内容院太
极拳特点尧价值与理论研究曰太极拳的防治效益研究曰太极拳

与其他运动项目对比研究曰 太极拳不同时期的时代价值和发

展状况研究遥 国外学者更偏向于研究太极拳的临床治疗效果袁
因此国外研究仅集中于太极拳防治效益研究袁平衡能力尧认知

功能为 2 大主要研究内容遥
1冤聚类玉院太极拳基础理论研究遥
太极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袁是一种典型的内家拳袁

强调内外兼修袁既可以防身御敌也可以修身养性遥 国内学者分

析太极拳的技术特点袁 普遍认为太极拳柔和易练且不受场地

限制袁具有较高的健身价值和广泛的适应性袁在国内有着极高

的群众认可度咱5暂遥不少学者对老年人习练太极拳的实用功能和

推广价值进行了阐述遥王彩霞等咱6暂将习练太极拳的实用价值分

为健身功能和心理治疗价值袁 他认为袁 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

比袁太极拳对老年人的健身效果最大袁对老年人有良好的心理

治疗价值遥 张春喜咱7暂指出袁太极拳是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养生

法袁能够促进消化功能和平衡能力遥
2冤聚类域院防治效益研究遥
国内院太极拳的流派甚多袁风格各异袁研究者们根据实验

对象的健康状况选择了不同派别尧不同难度的太极拳类型袁其
中陈式太极拳尧杨式太极拳尧孙式太极拳以及改良版太极拳使

用频率较高遥 国内研究涉及了人体的多个系统院呼吸系统尧血
液系统尧运动系统等遥 刘海娟等咱8暂等通过 6 min 行走测试以及

圣乔治呼吸疾病问卷尧症状自评量表评估等实验发现袁联合太

极拳与呼吸功能训练等作用于 COPD 老年患者袁 可以有效改

善其运动耐力尧心理状态尧肺功能尧生活质量遥 熊晓玲咱9暂等采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价探讨了习练太极

拳对中老年人抑郁与心率变异性的影响遥 王会会等咱10暂从影响

人体平衡的因素入手袁 探究习练太极拳对人体本体感觉尧视
觉尧前庭感觉的改善作用遥 欧阳燕等咱11暂指出太极拳的呼吸方法

可以改善肺通气和肺换气状况袁 对呼吸系统慢性疾病有独到

的治疗功效遥 王新婷等咱12暂等研究了太极拳对心力衰竭患者的

临床治疗效果袁发现常规西医治疗对比袁加入太极拳疗法可以

明显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遥
国外院 改善老年人平衡能力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太极

拳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重要研究领域遥 干预方法多选择

动作柔缓的杨式太极拳咱13-18暂遥 已有研究中常用的临床测试方

法有单腿站立实验渊SLS冤咱15袁 19-20暂尧功能伸展实验渊FRT冤咱21-23暂尧短
时间行走实验 渊6MWT尧10MWT冤咱24-25暂尧 计时起立要行走实验

渊TUG冤咱13袁 26-28暂遥 常用的量表有 Berg 平衡量表渊BBS冤咱18袁 20袁 29暂和
Tinetti 步态咱13袁 26暂和平衡测试量表渊POMA冤咱30-31暂袁可以对患者

坐尧站位下的动尧静态平衡进行全面检查遥 心理评估多采用特

定活动平衡信心量表 渊ABC冤咱31-32暂 和国际版跌倒效能量表

渊FES-I冤咱33-34暂遥Lee袁 Ken 等咱35暂通过平衡测试渊FRT尧TUG冤和手眼

协调测试证明 3 个月的坐式太极拳练习可以提升老年人的坐

姿平衡控制和手眼协调遥 Cavegn咱36暂等调查了 8 周尧每周 2 h 的

太极干预对域型糖尿病老年人外周躯体感觉的影响袁 受试者

的踝关节本体感觉和健康方面得到了显著改善遥
太极拳提升老年人认知功能研究是国际研究中新的研究

热点袁该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遥 已有研究多采用简易精神

状态量表渊MMSE冤咱37-41暂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渊MoCA冤咱42-45暂袁
用于老年人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初步筛查遥 Huang 等咱30暂使用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渊MoCA冤以及神经精神量表渊NPI冤和老年抑郁

量表渊GDS冤评估太极拳练习对轻度痴呆老年人的影响袁发现

太极拳有助于改善轻度痴呆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和心理健康遥
Sungkarat袁Somporn 等咱46暂研究太极拳对 a-MCI 老年人认知功

能和血浆生物标志物的影响袁 发现太极拳可以显著改善 a-
MCI 老年人的记忆和执行功能的心理转换成分遥

3冤聚类芋院太极拳对比优化研究遥
八段锦和五禽戏作为中国传统导引养生功的代表袁 具有

强身健体尧预防疾病的功能袁流传甚广袁是当代社会中防治老

年慢性病的重要医疗手段遥 Meta 分析是运用定量方法汇总多

个研究结果的一种系统评价袁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袁其
中网状 meta 分析多用于对比太极拳与健身气功尧 健步走尧瑜
伽等运动项目在改善老年人平衡能力尧骨密度尧柔韧性尧心理

健康尧身体机能等方面的防治效果遥 侯秀文咱47暂将太极拳与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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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操进行对比袁 发现太极拳对中老年人动态平衡能力的提

升效果优于水中健身操遥 于莹咱48暂采用网状 meta 分析的方法对

太极拳尧八段锦尧易筋经尧五禽戏 4 种我国传统健身养生功法

治疗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治疗功效进行对比研究袁 发现 4 种功

法各有优势袁 太极拳可以作为防治老年人骨质疏松的首选健

身功法袁 但也要具体的结合病人的自身情况合理辩证地选择

功法遥
4冤聚类郁院发展方向研究遥
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且国民身体素质持续较低袁全

民健身尧 健康中国尧 十三五健康老龄规划等重要文件陆续出

台袁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袁学者们

基于这一特殊背景下阐述了太极拳的当代价值尧 独特优势以

及发展路径遥 相比于其他国家袁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规模

大尧速度快尧不平衡尧未富先老等特征咱49暂袁给社会老年人健康问

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遥 王岗等咱50暂以老龄化社会为背景袁从运动

形式尧 养生理念等角度分析太极拳对我国老年人生理心理特

征和社会适应的促进作用遥 姜娟等咱51暂以太极拳运动助力健康

中国建设为视角袁 探讨了太极拳应用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必要

性以及实现路径遥 段德键等咱52暂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康复问题袁

提出武术尧中医尧西医融合的康复理念遥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

大数据的快速发展袁互联网思维逐渐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袁褚兴

平咱53暂运用互联网思维袁构建太极拳养生推广体系袁以推动实现

全民健康遥
2.3 国内外研究趋势

突现词分析能够辅助了解该研究领域在不同时期中得到

广泛关注的新发现或转折点遥 对 CNKI 中文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 英文数据库文献进行关键词 Burst 分析袁 分别记录

前 25 个代表性突显关键词袁借此探析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

康研究的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遥
如图 11 所示袁1996要2014 年国内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的研

究热点集中在太极拳的养生保健作用遥 以 2015 年为分界线袁
出现了骨密度尧平衡能力尧血脂等主要关键词袁表明此时人们

的研究热点转向了太极拳对某些具体老年慢性病的治疗效果

与能力遥 进入 2017 年袁学者们的关注点转向太极拳与健身气

功尧 广场舞等其他运动项目在促进老年人健康方面的对比研

究袁且热度持续至今遥 2019要2023 年期间袁太极拳对老年人认

知功能的改善作用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遥

表 5 基于 CNKI数据库的关键词聚类标识

表 6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关键词聚类标识

聚类 子聚类编号 size 中心度 主要内容

Ⅰ

#0 老年人

#2 中老年人

#3 体育锻炼

#7 作用

79

57

45

32

0.48

0.89

0.71

0.56

业余生活曰结构和功能曰防治作用曰太极锻炼

meta 分析曰推广价值曰全民健身曰衰老

健康曰心理机制曰绝经后妇女曰心理健康

康复曰健身曰作用曰功能活动曰治病

Ⅱ

#6 呼吸

#8 心率

#10 平衡能力

#16 心功能

35

31

23

10

0.57

0.45

0.34

0.07

生理生化曰呼吸曰肺功能曰心血管

心输出量曰心肌耗氧量曰高血压曰毛细血管

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曰肌肉力量曰干预效果

心肌耗氧量曰 心脏泵血功能曰心衰指数

Ⅲ #5 八段锦 37 0.64 对比研究曰八段锦曰五禽戏曰网状meta分析

Ⅳ

#9 老龄化

#13 健身运动

#17 现状

24

18

10

0.22

0.17

0.10

历史分析曰发展现状曰价值曰互联网+曰历史

运动疗法曰抗阻运动曰医养结合曰研究综述

现状曰理论研究曰太极拳活动曰分析

聚类 子聚类编号 size 中心度 主要内容

Ⅱ

平衡

能力

#3 balance control

#4 knee osteoarthritis

#5 systematic review

#7 fear of falling

#10 accidental falls

43

42

40

34

31

0.62

0.45

0.57

0.45

0.22

falls曰 dual task曰 stair negotiation

pain曰 acupuncture曰 walking function

randomized trial曰 capacity曰 anaerobic threshold曰 responses

fear of falling曰 older people曰 gait曰 united states 曰 insomnia

exercise 曰fall prevention曰 long-term care曰 risk evaluation曰 term vitamin曰

认知

功能

#1 cognitive impairment

#9 executive function

#12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13 quality of life

#15cognitive function

47

32

23

18

10

0.59

0.65

0.16

0.17

0.08

intellectual experience曰mind-body exercise曰systemic inflammation

brain plasticity曰mind-body exercise曰intellectual experienc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曰 mind-body intervention曰 gray matter density

physical activity曰chronic disease曰well-being曰 physical fitness

aerobic exercise曰 white microstructure曰 emotional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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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基于 CNKI数据库的关键词突现可视化图谱

如图 12 所示袁1996要2018 年国际上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的

研究热点集中在提高老年人的平衡能力和改善老年人心肺功

能的实证研究上遥2018 年以后袁国外学者们的关注点转向提升

认知功能以及治疗抑郁症的实证研究遥 2019要2023 年期间太

极拳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尧 对老年痴呆症的防治作

用以及与健身气功的对比研究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遥

图 12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关键词突现可视化图谱

对比国内外研究趋势可以发现袁在该领域的研究初期袁国
内研究更偏重于论述太极拳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基础理论

研究袁在临床试验研究上较为薄弱袁落后于个别发达国家的研

究水平遥 究其原因袁美国尧日本等国际上发达国家产生人口老

龄化的现象远早于我国袁 对太极拳疾病防治功能的需求程度

更大袁并且老年健康管理研究起步较早袁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袁
学科交叉体系更加完善袁 能够更好地运用科学手段证实太极

拳的临床应用价值遥 不过袁值得庆幸的是袁虽然我国对太极拳

与老年健康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袁但后劲十足袁研究内容也更

加全面袁涉及人体的多个系统遥 总的来说袁国内外研究都是从

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再到临床实践袁 从健康促进到身体功能

的改善再到慢性病的治疗康复袁呈现出由浅入深尧由表及里的

特征以及精确化的发展趋势遥
在近些年的研究热点中袁国内外都出现了综述尧气功和认

知功能这 3 个关键词袁且强度较大袁说明通过太极拳与健身气

功进行对比或结合来确定最佳的干预方案以及太极拳对老年

人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是当前的研究热点袁同时袁系统评价尧
综述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类型遥
3 结论与启示

3.1 国内外研究的异同点

发文数量的比较院 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的结合已经成

为重要的发展趋势袁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袁近 20 年

发文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袁 尤其在近 5 年国际文献数量呈现

爆发式增长袁大幅度领先国内研究数量袁不少国内学者将研究

成果发表在了外国期刊上遥 从发文国家来看袁研究力量主要聚

集在中国和美国和澳大利亚袁其他的国家的发文量不足百篇袁
差距较大遥

研究主体的比较院 在作者和机构的合作关系上都可以看

出袁国内偏向于独立研究袁呈现出分散化尧碎片化的研究格局袁
而国外的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十分紧密并且形成了不少大

规模的合作团队袁 出现了 Wayne尧Li尧Wolf 等几个主要作者合

作群以及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科研机构合作网络遥
研究内容的比较院 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有

着相似的发展趋势袁 都是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再到临床实

践袁从健康促进到身体功能的改善再到慢性病的治疗康复袁呈
现出由浅入深尧由表及里的特征以及精确化的发展趋势遥 不同

之处在于袁 在国内太极拳主要作为一种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以及传统的健身项目来发展袁 除习练太极拳对老年人健康促

进作用的实证研究外袁还有针对太极拳特点尧价值与技理以及

太极拳不同时期的时代价值和发展状况等基础理论研究袁使
得国内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的整体架构更加全面完

善遥 而国外则将其视为一种疾病防治手段袁多以某一具体病症

为研究中心袁注重其特异性袁例如院膝骨关节炎咱54-56暂尧高血压咱57暂尧
抑郁症咱58暂等病症都已进入试验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转化阶段袁
究其原因袁美国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远早于我国步入老

龄化袁这一社会问题使其更注重太极拳的实用性袁因此在健康

促进和疾病防治效果的实证研究更加成熟袁目前领先于我国遥
研究趋势的比较院 近两年国内外的研究热点都集中于太

极拳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袁 目前以临床测验和量表

评定为主袁 未来将会深入探索有效的测量指标和最优的干预

方式袁促使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从证明到应用的转变遥
3.2 启示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尧 老年人健康需求不断上升的社

会背景下袁 太极拳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健身价值受到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遥 目前国内外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在研

究理念尧研究内容尧科研合作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差异袁形成不

同的发展格局袁 但两者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太极拳在老

年健康管理领域中的科学化应用袁 完善了我国太极拳健身功

能的理论体系遥 未来我国研究者应抓住历史机遇袁系统性地探

索太极拳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功能袁推动太极拳国际化发展袁
并在这一过程中袁不断吸取国外研究经验袁借鉴科学先进的研

究方法袁逐步完善自身的不足遥
首先在研究主体方面袁应当不断完善国内研究作者尧科研

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袁 推动构建以权威机构尧 资深教授为引

领尧以学科交叉为基础尧合作关系紧密的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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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研合作网络袁 同时国内研究者应当深入了解国际研究态

势袁加强与美国尧澳大利亚尧英国等国家研究者的合作关系袁促
进优势互补袁 实现资源共享袁 提升该研究领域的整体科研水

平遥 其次在研究思路上袁应该从单一的验证野能不能冶转变为探

讨野为什么能冶野怎么能更好冶袁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外研究立足

点的差异袁 国内太极拳与老年健康管理研究不只是为了促进

老年人健康袁也是为了完善太极拳康养方面的理论体系曰另一

方面袁在系统的太极拳技理方法的解读下袁建立太极拳特有的

评价指标体系袁可以促使研究者更加科学尧深入地挖掘太极拳

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独特价值遥
总的来说袁国内学者既要不断汲取国外研究的宝贵经验袁

也要保持自己的优势袁坚持野以我为主袁为我所用冶的原则袁坚
持问题导向袁提高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袁以此实现更加精准而

全面的研究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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