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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基于ＰＡＣＳ的医学ＳＣＩ论文进行文献计
量学分析，统计频次≥１０次的高频主题词在同一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并生成共现矩阵，使用ＳＰＳＳ对矩阵进行
聚类，分析各类文献内容进而获得该主题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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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采用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词分析法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基于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ＣＳ）的 ＳＣＩ论文研究领域和
内部联系进行分析。共词分析法认为若两个能够表

达文献主题的词条在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则两者

之间具有一定的共现关系，共现次数越多则关系越

强［１］。对于一组文献，将两两出现的主题词构建成

共词网络，网络间节点的远近表示了主题词的亲疏

关系，将文献群中的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聚集在

一起的若干主题词就构成一个研究主题领域［１－２］。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所下载的数据来源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
数据库，共词矩阵处理使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

具ＳＡＴＩ实现［１］，聚类分析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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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方法

医学影像储存与传输系统对于医院信息共享起

着重要作用，可以提高医疗工作效率，同时为科研

提供有力支撑［３－５］。本文研究的是近年来与 ＰＡＣＳ
系统相关的ＳＣＩ论文，以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作为主题词，时间跨度是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检索出３０２篇论文。使用 ＳＡＴＩ软件对检
索结果进行处理，选择频次≥１０次的主题词作为高
频主题词，生成主题词共现矩阵，对同一文献中高

频主题词的出现频率两两统计，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对
共现矩阵进行聚类分析，观察主题词之间的紧密程

度并进行总结，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高频主题词的词频分布

在所有关键词中，将出现频率≥１０的主题词作
为高频主题词，共有１０个，见表１。

表１　关于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的ＳＣＩ论文高频主题词频数分布

序号 主题词 频数 序号 主题词 频数

１ 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ＰＡＣＳ） ３３ ６ 医学图像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 １２
２ 放射学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２５ ７ 通信系统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２
３ 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 ８ 生产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１
４ 影像 （ＩＭＡＧＥＳ） １６ ９ 实现、履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０
５ 影响、效果 （ＩＭＰＡＣＴ） １５ １０ 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０

３２　高频主题词的共词聚类结果

如图１所示，纵轴的数字代表主题词编号，横
轴数字代表主题词两两之间的距离，如果两个词在

很短的距离聚集在一起，说明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

紧密。如１号 ＰＡＣＳ和２号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连接的横
轴很短，说明该研究主要针对 ＰＡＣＳ在放射性领域
的相关研究。通过 ＳＣＩ数据库中对主题词检索，验
证了分类结果的正确性。

图１　高频主题词聚类树形图

３３　讨论

经过聚类图分析，以距离 １５作为分类标准，

结果显示近年来，ＳＣＩ文章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热点

主要包括４个方面。

３３１　ＰＡＣＳ对医疗生产率的影响　ＪｏｓｈｉＶ等使

用相对权重层次分析法对４８名ＰＡＣＳ管理员进行了

调查，得出其选择 ＰＡＣＳ的重要标准并组成了综合

层次框架，认为选择 ＰＡＣＳ包括５个主要维度，按

重要性排序分别是：系统连续性和功能性、系统性

能和架构、工作流的用户界面管理、影像操作的用

户界面、显示质量，并且放射科医生所关注的问题

会对其生产率与准确性产生影响［６］。ＭａｎｓｏｏｒｉＢ等

对４所专科医院、６所社区医院、所有与其有关的

门诊ＰＡＣＳ与ＲＩＳ的集成与实施进行了概述，认为

ＰＡＣＳ实施的成败会影响医疗企业的生产率与效

率［７］。ＴｏｐＭ在土耳其的两所公立医院发放调查问

卷分析医生对 ＰＡＣＳ的观点与评价，医生认为通过

ＰＡＣＳ可提升放射学报告的速度，加强了医生之间

的磋商，有助于提高医生的生产率［８］。

３３２　ＰＡＣＳ与放射科的相关研究　ＥｍｅｒｓｏｎＤＳ

等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评估 ＰＡＣＳ在超声成像与功能

上是否满足放射科医生的需求，结果有５３２％的放

射科医生给予好评，低于 ＣＴ（８５２％）、磁共振成

像 （８４４％）、Ｘ射线 （８３２％）；放射科医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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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对黑白超声图像质量给予好评，０９％对三维
超声高度评价；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尽管 ＰＡＣＳ中的

超声诊断在更复杂的图像分析中是落后的，但是其

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诊断信心［９］。ＴｚｅｎｇＷＳ等在

台湾一所大型医学中心邀请放射学专家采用调查问

卷及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对 ＰＡＣＳ进行评估，认为社

会技术因素 （如系统质量、信息质量、服务质量、

感知有用性、用户满意度、对 ＰＡＣＳ的信赖）是

ＰＡＣＳ成功的有效措施［１０］。ＨｕｒｌｅｎＰ等评估 ＰＡＣＳ

对胸部放射学检查诊断准确性的影响，认为使用

ＰＡＣＳ后，诊断准确性没有减弱，敏感度有所改

善［１１］。

３３３　 ＰＡＣＳ相关医学影像系统的研究 　
ＶａｌｅｎｔｅＦ等针对 ＰＡＣＳ产生的大量医学影像，提出

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系统作为帮助放射科医生应对

大信息量的医学资料库决策和支持的解决方案，对

其架构和实现技术进行概述［１２］。ＡｌｖａｒｅｚＬＲ等面向

ＰＡＣＳ中由于网络和设备形成的传输 ＤＩＣＯＭ图像网

络数据流高瓶颈问题，描述了兼容议职信息系统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Ｓ）的医学图像网

络传输相关自由软件的实现和发展，及其局域网、

广域网与无线区域网的网络互联技术［１３］。Ｒａ

ｍａｍｕｒｔｈｙＳ等讨论基于安卓系统，采用射频识别技

术并与ＰＡＣＳ紧密联系，集成了病人识别方法，能
够同时获得数码照片以及便携式Ｘ射线影像的应用

有关概念、优势及通用架构，从积极可行性角度提

供该技术的成本分析［１４］。

３３４　对ＰＡＣＳ通讯、图像信息的研究　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Ａ等采用混合式方法对引入全新ＰＡＣＳ、ＲＩＳ对医学

影像学工作流程与急诊科发起的 Ｘ光、ＣＴ检查单

周转时间的评估，认为显著降低了影像学报告的提

交时间与急诊患者的出院时间，可提升效率收益与

医学影像和处方信息的可访问性，也导致了新

ＰＡＣＳ／ＲＩＳ与现有部门工作流程协同工作时安全性

的不足［１５］。ＩｔｏｈＹ开发基于 ＰＡＣＳ／ＲＩＳ的口内图像

浏览系统，分析口腔医生在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即采用时间序列安排矩阵视图时，应确保图像位置

信息正确并以管理图像显示信息为目的［１６］。ＨｅＬＪ

等开发了使用移动设备通过代理服务器获取 ＰＡＣＳ

医学图像和患者信息的应用，并且代理服务器集成

了一系列的三维可视化技术信息，还通过算法实现

了远程通讯参数自动适应网络状态进而提高传输的

图像质量［１７］。

４　结语

近年来除了上述研究以外，仍有学者提出了许

多全新的观点，由于这类研究的主题词频次较低，

故而没有纳入本次研究中，如 ＭｕｒｐｈｙＳＮ等通过
ＰＡＣＳ将影像信息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模块整合

为一个开源的软件平台，用临床磁共振影像促进特

定患者大脑表型研究［１８］。这些研究仍然很有价值，

需要去挖掘、发现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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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２０１６年本刊将继续以 “学术性、前瞻性、实践性”为特色，及时追踪并深入报道国内外医学信息学领域前沿热点，

反映学科研究动态，展示学科应用成果，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现对２０１６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划如下：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信息化

１“十三五”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与发展；２医药卫生信息规划与发展战略；３区域卫生、公共卫生、基层卫生信
息化建设；４各级医疗健康信息平台建设；５医疗卫生信息相关标准研发、应用和落地；６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安全隐私
保护和法律法规；７国外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最新技术、成功经验。

二、医学信息技术

１基于健康大数据的科学决策与监管；２医学大数据与精准医疗；３“互联网＋”医疗；４移动医疗、远程医疗服务
与健康管理；５物联网、智慧医疗技术与实现；５各类医学信息系统信息互通与操作衔接；６医学机构知识库构建技术与
方法。

三、医学信息研究

１医学信息学理论及方法研究；２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战略；３医学科技监测与舆情监测；４医药卫生信息分析
评价；５生物医学数据挖掘与利用、知识发现技术与实现。

四、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１医学数字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标准建设；２泛在化医学知识服务与决策咨询服务；３医学知识组织的关键技术与发
展方向；４医学信息交互及存取；５医学图书馆区域合作及资源共享模式研究。

五、医学信息教育

１医学信息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体制改革与模式创新；２医学信息素养及职业岗位的培养与教育；３
医学信息课程改革与实践；４国外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借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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