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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Cite Space5.8.R3d 对 CNKI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与“运动与工作记忆”相关的文献，进行知识图
谱的可视化分析。首先对CNKI数据库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独立检索与软件分析，然后对图谱进行独立分析与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①国外研究多为分子水平的干预研究，研究内容具有集中性，而国内研究内容选择面广，干预研究不深入，因此

无法解释实验现象产生的具体原因。但国内研究对象的选取，涉及人类全生命周期，因此国内研究为国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

究方向。②国外的研究热点目前集中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年轻人群两个方面，国内研究热点集中于身体活动、有氧运动、

认知功能，二者研究内容、途径有着较大相关性。

Abstract: Cite Space5.8.R3d was used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motion and working memory” in CNKI 
databas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irst of all, the CNKI database and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re independently retrieved 
and software analysis, and then the map is independently analyzed and compar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Foreign studies are 
mostly molecular-level intervention studies,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concentrated, while the domestic research content selection 
is wide, and the intervention research is not in-depth, so it is impossible to explain the specific causes of experimental phenomena. 
However, the selection of domestic research objects involves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human beings, so domestic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for foreign research. ② Foreign research hotspots currently focus on cerebrogenic neurotrophic factors and 
young people, and domestic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physical activity, aerobic exercis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pathways of the two have a great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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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有关工作记忆的研究不断深入，从概念到实践探

究，再到具体的影响因素，工作记忆的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

首先，工作记忆是运行推理、理解和学习等复杂任务时，能

够加强事物记忆的必须系统，是执行功能的核心组成部分 [1]。

其次人们开始以运动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来探究对工作记忆

的影响。最后，多年研究发现，不同的运动负荷对工作记忆

产生的影响不同，现有的研究表明：在高强度急性运动期间，

工作记忆和情节记忆都受损，而在低强度、中等强度急性运

动期间记忆功能没有受损 [2]，除了急性运动，国外作者还发

现中等强度的运动能有效提高认知能力 [3]。

“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对象包含儿童、青少年、中年、

老年等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而在青少年群体中，备受关注

的人群是大学生。国内学者把有关运动干预老年人工作记忆

的对照研究进行文献的 meta 分析，发现老年人体育锻炼可

以有效改善工作记忆 [4]，张海娣研究得出运动干预对大学生

工作记忆行为表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并证实运动干预可以

改变 BDNF 水平，为运动促进 BDNF 水平的变化提供有力

的科学证据 [5]。反观国外研究，国外作者对运动干预老年人

工作记忆的研究中采用行为结果 - 速率校正分数、fNIRS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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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收集与心血管体能测试，研究得出 2-back 任务依赖于工

作记忆的存储组件，导致顶叶皮层中更高的皮质激活，使

PASA 模型描述的典型模式出现叠加 [6,7]，此外国外作者还

对新型缩短冲刺方案是否对可以改善年轻人认知展开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SSREHIT 等省时的运动方式可以提供足够的

刺激，有助于提高特定认知领域的表现 [8]。综合分析国内外

文献资料，得出国外的深层次研究，是对国内的研究的填补

与论证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互补的研究状态。对国内外“运

动与工作记忆”的关键词以及近 10 年发文量的图谱制作，

使得信息全景化，梳理领域内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研究前

沿，并对图谱进行系统的解释与对照，为“运动与工作记忆”

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在 CNKI 中采用高级检索项，检索词采用：工作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工作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短时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短期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操作记忆 OR（锻炼 + 活动 +

运动）× 近因效应，确定学科方向为体育，移除报纸类、

年鉴、图书、成果类文章，语言择选汉语，共选取 281篇文献。

初步筛选剔除无关文献后选取 1980.01.31—2022.01.31 年间

281 篇，这 281 篇包含全年限文献。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选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采 用 检 索 式：(((TS=(Exercise and working memory))AND 

LA=(English)) AND DOP=(2012-01-01/2022-01-31)) AND 

DT=(Article)，移除在线发表、会议录论文、书籍章节类文献，

共选取 1260 篇文献。对所选文献的标题、摘要、关键词仔

细阅读后，筛除不相关文献后选取 800 篇。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种采用科学计量的科研软件，可以将数

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用以表达研究现状、突出研究热点、

探究研究前沿、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9]。本文采用新版

CiteSpace 版本号为 5.8.R3d。数据分析时，先对 CNKI 所

得数据进行转换，使其能被 Cite Space 软件识别，后运行

CiteSpace5.8.R3d 对两组数据进行降重处理，软件年限参数

设置为 from 2012.JAN to 2022.JAN，时间切片设置为 1，

Term source、Term type 均设置为默认值。

3 结果分析
3.1 国内外“运动与工作记忆”发文趋势分析

对国外 800 篇及中国选取的 281 篇文献以年限区域进行

划分，以及 201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 月国内共 265 篇国外

800 篇，并进行时序数量的对比。从趋势来看，国外研究自

2015 年出现快速增长，其间大幅度拉开与国内研究的差距，

而国内研究相对于国外研究增长缓慢，但仍然处于上升趋

势。进一步分析得出：国外对于“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

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2—2015 年）为蓄势期，此时国外对如

何减少痴呆危险因素展开探究，同时期得出有氧运动对工作

记忆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10]。在该阶段，国外开始探索影响

老年认知以及工作记忆的运动，并展开实验研究，研究表明：

运动干预有助于认知水平的提高，并对有氧干预强度进行细

致分析，发现中等强度运动最有利于提高工作记忆，但并未

具体说明影响工作记忆的机理。

第二阶段（2016—2018 年）为快速增长期，分析后发现，

国外研究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探究影响工作记忆的

机制，研究中发现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存在 [11]。此外在

对该时段文献进行搜索时，发现部分国内学者也对影响机制

展开研究，但研究成果并未在国内刊物发表。

第三阶段（2019—2021 年）为黄金期，在该时段对于

运动干预工作记忆的实验研究进入成熟期，开始出现临床、

分子水平机制的研究，如有氧运动对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的

影响，探究有氧运动下前额叶皮质中 BDNF 和 CB1R 的恢

复 [12]。纵观国内趋势，近十年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期，增长

波段仅在 2018—2020 年间出现浮动。经分析，此时国内开

始出现有关运动与工作记忆的分子机制研究，但国内研究主

流仍为干预研究，说明此时国内开始注意到运动对工作记忆

的影响因素研究，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该课题研究并未出现快

速发展的趋势。

3.2 关键词
对选取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软件分析，可以获得关键词共

线分析、可作为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的重要依据。因

此，对有关“运动与工作记忆”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可

以直观地表现出“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主题与研究热点。

3.2.1 国内关键词分析
采用软件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其中红线左端为该关键词

开始出现的年限，右端为关键词结束的年限，分析得出身

体活动、有氧运动以及认知功能为现阶段国内研究的热点，

同时也是短期内对“工作记忆”的一种研究趋势。综合上述

图谱分析，得出中国目前对于“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

集中于某些身体活动或有氧运动下对认知功能或工作记忆

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对青少年工作记忆

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与中强度有氧运动对青少年工作记忆

影响不显著 [13]，而国外研究很早就发现，中等强度的运动

会选择性地影响青少年执行功能，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研

究，在综合时间分析，得出国内研究内容的选取仍然在浅层

次，没有深层次的分子机制研究或通路研究。

3.2.2 国外关键词分析
结合关键词词频与中心性分析，发现国外研究涉及不同

年龄段。就中心性来说大于 0 的共有 110 个，但按频次排名，

关键词 older adult 频次极高，但其中心性仅为 0.04，在中心

性排名中位于 28 位，后将排名前八的频次与中心性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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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可以直观地看出国外对于研究对象的选取，有老年群体向

成人过渡的现象。此外中心性前八名分别为脑、执行功能、

神经营养因子、认知操作、注意力、成人、运动、年龄，综

合表明，国外更注重于探究运动对人体某阶段工作记忆的影

响机制与发生机理。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共得到突现关键词 19 个。对

这些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近十年来国外的研究蕴含行为科

学、体育科学与医学领域等方面，并且研究多为深入性研究，

并获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例如，国外研究得出急性有氧运

动可以改善工作记忆，并探究工作记忆的神经基础，包括大

脑皮层（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和皮质下区域（丘脑，

杏仁核，海马体和小脑）[14]。深入分析突现关键词，得出国

外现阶段的研究热点集中于 bdnf、young，说明国外运动与

工作记忆的研究对象出现了转变，此外由于国内研究涉及全

生命周期，故国内研究可作为国外研究的参照，同时国外也

为国内该课题的研究指明新的方向。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纵观近 10 年国内外对“运动与工作记忆”的研究，在不

同时间周期的发文量、不同的国内外作者、科研机构的发文

量与合作水平、研究热点等方面，国内外研究存在着明显差异。

从整体上来看，国内外文献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就发文

数量与研究内容深度而言，国内研究远低于国外的研究。比

较分析发现，国内研究过于追求所谓的创新性，研究没有专

一性，理论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问卷调查、干预实验）成

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但理论阐述、问卷调查以及干预研究的

内容不深入，从而无法解释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相比之下，

国外的研究则由一个核心点出发，从而不断地深入探究造成

该现象的本质原因。综合分析国内外热点，发现国外的研究

热点集中于年轻人群与脑源性神经因子以及“模型”的建设，

研究方法多为实验对照法、实验干预法、临床分析等；国内

则是身体活动、有氧运动、认知功能为主要研究热点，研究

方法多为实验干预法。就国内外热点而言，国外对于有氧运

动对工作记忆的研究已经有了很熟练的经验，热点显示出国

外研究的目标人群发生变化，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以围绕

国外已有的实践经验，对年轻人群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4.2 展望
现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运动带来的益处，从科学选择

运动的项目、负荷，到研究得越来越深入，人们对运动影响

工作记忆的机制、原理不断展开科学的探索与实践，这使“运

动与工作记忆”的相关研究在近年来出现增长的趋势。随着

国内外学者不断对影响工作记忆的机制、原理展开研究与探

索，不断增大了我们对运动功能的认识。在中国政策的推动

下，体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国内学者与研究机构应抓

住机遇、团结合作；要认识到国内与国外的差距，能在不断

拓宽自身研究领域的同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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