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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

摘要：[目的] 分 析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现状，为中医临床健康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奠定科学基础。[方法] 通过检索

全文数据库，借助 Note Express 3.20、Excel 2016、SATI 3.2、UCINET 6.0 软件，使用文献计量学和社会网络分 析法掌

握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结果] 纳入中医健康调查研究文献 138 篇，2011—2017 年发文量基本呈上升趋势，2017—
2019 年有所下降；121 篇期刊论文分 布于 86 种期刊，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和《时珍国

医国药》，各载文 5 篇；纳入的 138 篇文献，共有 431 名作者参与发表，发文量前 3 名的作者为罗仁（11 篇，7.97%），

赵晓山（8 篇，5.80%），毕建璐（5 篇，3.62%）；纳入的 138 篇文献中，70 篇（50.72%）受到科研基金的支持；研究内容

以体质（81 篇，58.70%）和亚健康（32 篇，23.19%）为主；研究方法均使用抽样调查，以整群抽样（17 篇，12.32%）和

分 层抽样（11 篇，7.97%）为主；社会网络图显示“亚健康”“中医体质”及“流行病学调查”为研究热点且关联性最强。

[结论]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发文量有所下降，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且国家基金资助率 较为薄弱，仍需受到国家政府

基金支持及科研人员重视，同时今后应关注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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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

“健康乃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都完满的状

态，而不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1]。长久以来健

康是每个人的理想追求，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重要

元素，如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目标[2]。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北京、上海等地区相继发布自

己的 2030 年健康规划。这项举措标志着“共享健

康、全民健康”成为今后健康发展战略的主题[3]。在

此大背景下，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与社会网络分 析

法分 析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现状，把握居民健康现

状，分 析影响国民健康的因素，为提高居民主动健

康意识提供理论依据[4]。

本文利用 Note Express 3.20 检索中国知网、万

方、维普三大中文数据库，筛选并纳入合格文献，采

用文献计量学与社会网络分 析法，分 析中医健康调

查研究现状，并以关键词为基础，量化分 析出研究

热点，为中医临床健康研究及居民主动健康意识提

升提供参考依据[5-6]。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来源为中国知网

（CNKI）、维普（VIP）、万方（WanFang data）数据库公

开发表的文献。

1.2 检索策略 对三大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检

索词为“健康”“调查”“中医”。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19 年 10 月。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研究内容为躯体

健康、心理健康、亚健康、体质；研究方法为调查研

究；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如

内容雷同，则选择资料最完整的文献。

排除标准：综述类文献；科普类文献；文摘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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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非调查研究类文献；无法获取全文者。

1.4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应用 Note Express 3.20
软件进行文献管理，根据“题录类型”“作者”“年份”

“标题”字段进行系统查重，并结合人工查重后，以

人工审阅的方式进行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由 2 名

研究员严格按照文献纳排标准进行独立筛选，并交

叉核对，如遇分 歧，与通讯作者讨论后决定。对筛选

后的文献进行提取，数据提取表用 Excel 2016 进

行，提取内容包括文章标题、作者、发表年度、来源

期刊、第一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发表类型、基金资

助、研究内容、调查类型及调查方法等，以进行文献

计量学分 析。

1.5 统计分 析 根据普赖斯定律[7]，核心作者的最

低发文量为m=0.749√nmax，其中 nmax 指统计年度内最

高产的作者的发文量。发文量达到 m 及以上的所有

作者发表的文献量之和应占纳入文献总量的 50%。

并分 析论文作者、文献量及作者所在单位等指标[8]。

共词矩阵[9]是词对共现频率 的总集，利用高频

关键词共词矩阵的社会网络图来表示当前研究

热点[10]，图中方形的面积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

频次多少，面积越大说明出现的频次越多。连线表

示在同一文献中出现的频率 ，连线越多证明关系越

密切[11]。

应用 SATI 3.2[12]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 析工具对

词频进行分 析，形成共词矩阵，利用 UCINET 6.0 软

件 NetDraw 版块对共词矩阵绘成高频关键词可

视化网络分 析图，分 析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的热点及

趋势。

2 结果
初检经查重后，共检索文献 219 篇，经过逐层

筛选，最终纳入文献 138 篇，文献筛选流程与结果

见图 1。
2.1 文献基本特征

2.1.1 文献年度分 布 1999-2019 年，国内共刊载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文献 138 篇，平均每年发表 7 篇。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文献最早发表于 2011 年，且文

献发表量达到最高峰，在 2014 年之前发文量基本

呈上升趋势，2014—2017 年发文量呈不稳定的增

长，2017—2019 年发文量有所下降，见图 2。
2.1.2 发表文献类型 截至 2019 年 10 月，纳入的

138 篇中医健康调查文献中，期刊论文最多，共计

121 篇，占 87.68%；其次是学位论文，共计 13 篇，占

9.42%；会议论文只有 4 篇，占 2.90%，见图 3。

2.1.3 论文来源期刊分 布 中医健康调查文献中，

期刊论文分 布期刊 86 种 121 篇，每种期刊均载文

1.41 篇，论文分 布呈较高的离散程度。大多数期刊

（66 种）仅载文 1 篇，载文 2 篇的期刊 11 种，载文

3 篇的期刊 4 种。《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和《时

珍国医国药》载文量最多，为 5 篇。载文量为 3 篇以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与结果

学位论文（n=13）；期刊论文（n=121）；会议论文（n=4）

最终纳入文献（n=138）

阅读全文后剔除（n=287）
与研究内容无关（n=238）
无法获取全文（n=34）
内容雷同（n=11）
综述类（n=4）

阅读题目、摘要剔除（n=2368）
与研究内容无关（n=1892）
临床研究（n=400）
综述类（n=57）
科普类（n=19）

复筛纳入文献（n=425）

筛选重复文献后（n=2793）

中国知网（n=1031）；万方（n=4078）；维普（n=306）

图 2 文献年度分布

图 3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发表文献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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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发文量为 3篇以上（含 3篇）的作者

论文作者 发文量（篇） 单位

罗仁 11 南方医科大学

赵晓山 8 南方医科大学

毕建璐 5 南方医科大学

陈晶 4 广东工业大学

杨志敏 4 广东中医药科学院

于冰琰 4 南方医科大学

郭明义 3 福建中医药大学

黄鹂 3 广东中医药科学院

赖名慧 3 广东天河区中医院

宋丽珍 3 福建中医药大学

杨朝阳 3 福建中医药大学

郑学堂 3 福建中医药大学

表 3 发文量为 3篇以上（含 3篇）的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 发文量（篇） 百分 比（%）

南方医科大学 11 7.97

广州中医药大学 8 5.80

北京中医药大学 5 3.62

福建中医药大学 4 2.90

甘肃中医药大学 4 2.90

河南中医药大学 3 2.17

陕西中医药大学 3 2.17

广东省中医院科学院 3 2.17

表 4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高频关键词分析

排序 关键词
频数

（次）
排序 关键词

频数

（次）

1 中医体质 39 6 大学生 11

2 亚健康 36 7 心理健康 9

3 亚健康状态 25 8 调查 7

4 流行病学调查 21 9 症状自评量表 6

5 中医证候 21 10 健康管理 6

表 1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论文来源期刊分布

序号 期刊名称
载文量

（篇）

百分 比

（%）

影响因子

（2019）
是否为

中文核心

1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5 4.13 0.340 否

2 时珍国医国药 5 4.13 0.870 是

3 新中医 4 3.31 0.537 否

4 中医药导报 4 3.31 0.679 否

5 广东医学 3 2.48 1.061 否

6 浙江中医杂志 3 2.48 0.419 否

7 中华中医药杂志 3 2.48 1.577 是

8 中医研究 3 2.48 0.563 否

上（含 3 篇）的期刊的载文情况、期刊影响因子

（2019）以及是否为中文核心期刊情况见表 1。

2.1.4 基金资助情况 138 篇文献中有 70 篇

（50.72%）文献研究受科研基金的支持，其中国家级

科研基金赞助者 24 篇（34.29%），受省部级科研基

金资助者 23 篇（32.86%），受市级科研基金资助者

13 篇（18.57%），受院校级科研基金资助者 10 篇

（14.28%）。基金资助文献年度发表情况见图 4。

2.1.5 核心作者 本研究纳入的 138 篇文献，共有

431 名作者参与发表。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来

自南方医科大学的罗仁，累计发表 11 篇文章，占纳

入文献研究总量的 7.97%。根据普赖斯定律[7]，本研

究核心作者最低文献量 m=2.48，取整为 3，发文量

为 3 篇以上（含 3 篇）的作者共 12 名，占全部作者

的 2.78%，这些作者共发表文献 57 篇，占文献总

量的 41.30%<50%，不符合普赖斯定律[7]的要求，即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发文量为

3 篇以上（含 3 篇）的作者见表 2。
2.1.6 第一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 布 共有 91 个研

究机构发表中医健康调查文献，发文量前 3 名的

研究机构分 别为南方医科大学 11 篇（7.97%）、广

州中医药大学 8 篇（5.80%）、北京中医药大学 5 篇

（3.62%）。发文量为 3篇以上（含 3篇）的研究机构如

表 3所示。

2.1.7 构建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社会网络图

2.1.7.1 高频关键词分 析 出现频次排名前 5 的关

键词依次为中医体质、亚健康、亚健康状态、流行病

学调查、中医证候，见表 4。

2.1.7.2 构建共词矩阵 确定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的

关键词数量为 10 个，生成共词矩阵（见表 5），同时

为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提供数据支

撑，为后续分 析奠定基础。

2.1.7.3 构建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 分 析结果显

图 4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受基金资助文献年度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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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共词矩阵（部分）

关键词 中医体质 亚健康 亚健康状态 流行病学调查 中医证候 大学生

中医体质 1.000 0 0.160 3 0.065 6 0.098 9 0.000 0 0.021 0

亚健康 0.160 3 1.000 0 0.000 0 0.064 8 0.190 5 0.040 4

亚健康状态 0.065 6 0.000 0 1.000 0 0.121 9 0.121 9 0.003 6

流行病学调查 0.098 9 0.064 8 0.121 9 1.000 0 0.183 7 0.004 3

中医证候 0.000 0 0.190 5 0.121 9 0.183 7 1.000 0 0.039 0

大学生 0.021 0 0.040 4 0.003 6 0.004 3 0.039 0 1.000 0

图 5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图

示“亚健康”“中医体质”及“流行病学调查”处于中

医健康调查研究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的中心位

置，是最重要的结点，即其他研究都是围绕这个核

心展开的。“亚健康”“中医体质”“流行病学调查”

“中医证候”等几个结点间的连线最多，说明关联性

最强。见图 5。
2.2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内容分 析 纳入的 138 篇

文献中，81 篇文献以研究体质为主，32 篇文献以

研究亚健康为主，13 篇文献以研究心理健康为主，

12 篇文献以研究躯体健康为主。中医健康调查研究

中，目前研究最热门的两大领域是亚健康领域

（23.19%）和体质领域（58.70%）。

2.3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方法分 析 纳入的 138 篇

调查研究文献均使用抽样调查方法，主要使用整群

抽样、分 层抽样、单纯随机抽样及多阶段抽样方法。

其中 17 篇文献（12.32%）采用整群抽样方法，11 篇

文献（7.97%）采用分 层抽样方法，10 篇文献（7.25%）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4 篇文献（2.90%）采用多

阶段抽样方法，96 篇文献（69.56%）未提及具体抽样

方法。

3 讨论
3.1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文献基本特点分 析 通过

对中国知网、万方、维普 3 个中文数据库进行文献

检索，共纳入 138 篇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

对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现状进行分 析汇总，年发文量

的趋势线表明 2011—2017 年发文量基本呈上升趋

势，2017—2019 年有所下降。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

上能反映出该领域的发展程度及国家、社会的重视

程度[13]。基金资助情况显示仅 50.72%的文献获得基

金资助，提示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的基金支持率 较为

薄弱，也是制约该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4]。

从论文来源期刊分 布来看，分 散程度较高，集

中程度较低，核心期刊分 布较少，反映出文章影响

力较小，文献整体质量待进一步提升[15]。根据普赖斯

定律[7]，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罗仁、赵晓山、毕建

璐等作者发文量最多，提示以上研究者对该领域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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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度高，学术影响力强，研究者应关注核心作者团

队科研成果以及时了解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加

强学术合作[16-17]。从研究机构来看，南方医科大学发

文量最多，且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罗仁、赵晓山、毕建

璐也来自该单位，提示研究者可与其合作，构建研

究团队，使研究有深度和广度[18]。

3.2 中医健康调查研究当前研究热点 研究利用

SATI 3.2[12]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 析工具生成高频关

键词和共词矩阵，用 Ucinet 软件制作高频关键词共

现图谱，从连线疏密和高频关键词处于途中的位

置，清晰地展示关键词构成的研究主题。分 析关键

词所代表的主题，揭示中国中医健康调查研究的四

大研究热点分 别为大学生中医体质的流行病学调

查；亚健康中医证候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群体以

大学生、教师、企业员工、公务员及亚健康人群为

主；研究内容以中医体质、亚健康（状态）、体质类型

及辨 识为主，基本构成一个完善的中医健康调查研

究体系，为临床中医健康研究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奠定扎实科学基础。

3.2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文献计量学和社会网

络分 析对文献的全面检索要求较高，本研究是以三

大中文数据库为基础进行检索，可能存在文献纳入

不全的偏倚；本研究主要对高频关键词进行挖掘研

究，不能排除低频关键词在将来成为研究热点的可

能性，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研究热点主要通过社

会网络图分 析得出初步结论，今后还需综合其它文

献分 析方法，全面挖掘并分 析文献信息，使之降低

一定程度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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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research based on bibliometrics
TIAN Chunying，HUANG Yang，SUN Xuan，GUAN Yuanyuan，WANG Dongjun，WANG Hongwu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research，so as to lay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Methods] By searching the full鄄text database，using Note Express 3.20，Excel 2016，SATI
3.2，UCINET 6.0 software，using bibliometric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hotspots. [Results] There were 138 literatures included in the health surve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d the amount of papers issued in 2011鄄2017 was basically on the rise，while that in 2017鄄2019 was on
the decline. The 121 journal papers were distributed in 86 kinds of journals，and the journals with the most papers
were Chinese Medicin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of China and Lishizhen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Research，each with 5 papers. There were 138 literatures included，431 authors participated in the publication，and
the top three journals with the most papers were published. The authors were LUO Ren （11 papers，7.97%），ZHAO
Xiaoshan （8 papers，5.80%），BI Jianlu （5 papers，3.62%）. The 70 papers （50.72%） were support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The research contents were mainly physique （81 papers，58.70%） and sub鄄health （32 papers，
23.19%）. The research methods were all sampling survey，with cluster sampling （17 papers，12.32%） and stratified
sampling（11 papers） .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network map，“sub鄄health”“con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ere the research hot spots with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Conclusi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heal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decreased，and there is no “core author group”. Moreover，the funding rate of national funds is weak，so it still
needs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government funds and researchers’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physic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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