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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ＣＮＫＩ中文数据库文献为数据源，分析国内医学信息专业教育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探讨医学
信息学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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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医学教育人才培养受关注程度较高，国家

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医学人才培养目标、方向，其中

包括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１］，与医学专业教育相

融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成为重点目标之一。医学信息

学是探讨如何高效处理医学信息数据特别是临床医

学数据的交叉学科。国外医学信息学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２－３］，国内该专业起步较晚，不同机构

对其有不同称谓且包含多个子专业。经过近２０年

发展，国内医学信息学专业体系逐步形成。本文对

我国医学信息专业教育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

析研究主题和趋势，阐述我国医学信息学专业发展

历程，以期为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提供

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以近２０年国内发表的医学信息学研究文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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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数据，从数据层面统计分析医学信息学专业

教育发展情况。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文献统计分

析［４－５］，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中文数据

库。数据选择条件包括时间、主题词和文献类型。

２２　研究方法

针对医学信息学在国内专业教育和研究现状，

选择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文献类型设定为学

术期刊、博硕论文、会议、报纸、专利、标准、成

果和图书，文献分类选择网络首发、增强出版和同

义词扩展，去除中英文文献选项。通过前期多种主

题词检索结果对比，主题词设计兼顾医学信息学不

同称谓及其子领域，同时考虑到国内医学信息类期

刊的创办，采用逻辑表达式作为数据选择条件，即

“医学信息学”ｎｏｔ“生物医学工程”ｎｏｔ“生物信息

学”ｎｏｔ“医学信息学杂志”，检索条件均设为精确

检索［６－７］。根据检索条件获得初始文献 １０２４篇。

剔除宣传或会议报道类文献后最终获得９０９篇相关

文献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２８日检索）［６］。按照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格式要求将文献导出，ＣＮＫＩ单次导出不超过 ５００

次，因此分两次选择文献，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导出题

录，将文献存储在设定输入目录中并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将文献进行转换，放置于输出目录中，根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操作要求对数据从作者、机构、关键

字等方面进行处理［４－５］。

３　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热点和前沿分析

３１　从研究热点看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发展

３１１　概述　研究热点反映专业发展情况，根据

热点主题定义［８－９］选择关键字作为节点，生成关键字

节点的聚类知识图谱［６］。从图谱统计客观数据看，

聚类知识图谱模块度为０３７９，说明形成一定模块化

程度聚类，根据聚类客观条件选取得到关键字共现

网络聚类统计结果。根据统计结果，当前医学信息

学专业教育研究热点主题可以归纳为８个方面。

３１２　信息技术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括信息

技术、计算机、兼容性、数据传送、应用程序和分

析等。标识词主要围绕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展开，说

明该主题主要关注利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开展医学

信息研究。

３１３　医学信息学专业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

括中医药信息学、临床信息学和卫生信息学等。标

识词主要围绕医学信息学各子领域展开，说明该主

题主要针对医学信息专业设置以及在各机构中的专

业扩展。

３１４　数据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括 ＥＤＰ、实

验室、语义、句法、数据交换和数据元等。标识词

主要围绕数据定义和处理展开，主要针对医学信息

处理。

３１５　通信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括通信、医

疗设备、医疗器械、接口、监控、传播、测量仪器

和分析仪等。标识词主要围绕医学设备及其在信息

领域的传输和处理展开，说明该主题关注临床设备

各硬件之间的数据处理和应用。

３１６　医学信息系统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括

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放射信息系统、医院信息系

统、检验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和数字化医院

等。标识词主要围绕各类医学信息系统展开，说明

该主题关注医学信息在医疗机构软件平台的应用。

３１７　网络信息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括互联

网搜索、软件工程、医学信息检索、信息源、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信息获取和 Ｍｅｄｌｉｎｅ等。标识词围绕互联网和

网络信息展开，说明该主题关注医学信息的网络处

理和应用。

３１８　临床应用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括患者

医疗卡、健康登记、保健、药、资料保护、数据安

全和药物疗法等。标识词相对较宽泛，包括各类临

床对象，关注患者、医药、健康、安全等研究。

３１９　人才培养主题　相关聚类标识词包括人

才培养、教育改革、专业设置、教学方法、创新

创业、健康医疗和 “互联网 ＋”等。标识词围绕

医学信息学专业人才培养展开，关注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改革、专业设置、教学方法、创新创业及

就业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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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从研究前沿看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发展

３２１　早期研究前沿　据统计数据早期研究前沿

主要表现在保健和体系架构方面，体系架构专题维

持时间较长，说明早期国内研究人员对于国内医学

信息学专业教育相关研究处于探索阶段，主要探讨

专业教育侧重点究竟是医学 （保健）还是计算机

（体系架构），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１０－１３］。

３２２　中期研究前沿　在早期研究成果基础上出

现了传播学和传播过程两个新的研究前沿，结合热

点主题可以看出，在医学与计算机结合过程中医疗

设备的兴起与应用对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提出新要

求。因此从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两个领域来看，硬件

比软件更容易在专业教育中获得成果，出现了偏向

通信主题的中期研究前沿［１０－１３］。

３２３　最新研究前沿　２０１４年后人才培养成为医

学信息学新的研究前沿，该阶段医学信息学逐渐被

医学信息工程专业替代，在前期医学信息学与医学

各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产生众多子领域后，专业建设

重心转向更能体现医学和信息交叉融合的医工专

业，在此背景下人才培养成为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

展的最新研究前沿［１０－１３］。

４　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４１　存在的问题

４１１　专业教育过程中合作交流较少　首先，从

作者分布聚类知识图谱可以看出图谱密度相对较

低，１名作者平均不到１条边，说明各作者之间相

互合作较少。根据知识图谱进行作者节点统计，近

２０年发表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几个子网络结构，说明

对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研究合作较少，但同时存在

子网络结构，说明国内学者在医学信息学领域合作

开始逐渐加强。其次，以作者机构为节点进行聚

类，生成作者机构聚类知识图谱，其密度较作者聚

类知识图谱高，但仍然偏低，说明各机构间合作较

少，尚未形成有规模聚类，各机构团队内部合作较

多而机构间合作较少，处于独立探索时期。

４１２　专业教育关注度较低　首先，根据作者分

布聚类知识图谱，发表 ２０篇以上文献的作者有 ６

名，发表１０篇以上９名，文献发表数量相对于其他

专业较少。作者团队最高文献发表数量达到４２篇，

说明国内研究团队对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与发展研

究有一定关注度。其次，根据作者机构聚类知识图

谱，发表１０篇文献以上的机构１４家，多数是国内

医学院校或设有医学部的综合类院校，发表文献数

量相对较少。

４１３　专业教育研究波动性较大　根据医学信息

学专业教育研究文献年度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医学

信息学研究呈波动上升趋势，２０１３年后呈波动下降

趋势。此数据与国内医学信息相关专业建设和设置

现状相符合。２０１３年之前医学信息学在国内医学与

信息结合专业教育中占主导地位，２０１３年后国家专

业规划以医学信息工程作为医学与信息交叉专业建

设主导，教育机构陆续开设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在

此期间有关医学信息学研究文献呈波动下降

趋势［１４－１５］。

４２　建议

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需要考虑相关专业建设资

源现状，既要结合医学信息学专业需求又要借助基

础资源建设特色。根据社会人才需求适时调整培养

方案和模式。以国外专业教育为引领，借鉴其医学

信息学人才培养经验以促进医学教育水平与创新能

力提升。加强交流与合作，医学信息学发展从引入

到不断调整历经多个阶段，但医学信息相关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始终一致，需要加强机构内和机构间的

合作，共同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５　结语

通过 ＣＮＫＩ查阅有关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研究

文献，借助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医学信息学

专业教育研究热点主题和前沿趋势进行分析。从文

献发表数量和时间分布看，受专业调整影响医学信

息学研究逐渐向更加细致的方向发展。从作者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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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谱看，不同机构之间合作较少，团队合作更偏

向机构内部，说明国内医学信息学研究和专业教育

尚处于探索阶段。从关键字主题看，基本符合国内

医学信息学发展轨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早期的保

健与体系架构、中期的传播学与传播过程以及最新

的人才培养研究等研究前沿，符合国内医学信息学

发展现状。随着医工、医管、医文等交叉学科设置

与发展成熟，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相关研究受到一

定影响，但相关研究将会趋向平稳，转向更深入、

细致的主题发展［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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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２（２）：１－４０．

５　Ｃｈａｏｍ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Ｈｕ，ＳｈｅｎｇｂｏＬｉｕ，ｅｔａｌ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Ｊ］．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１２，１２（５）：５９３－６０８．

６　李欢，彭燕近十年录像示范法在自闭症谱系障碍干预

研究中的国际热点主题和研究前沿分析 ［Ｊ］．中国特

殊教育，２０１８（１０）：２６－３２．

７　胡金萍，林丽君国内残疾人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

进———基于ＣＳＳＣＩ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Ｊ］．山东社会科

学，２０１９（１１）：１１８－１２５．

８　邱淞，潘黎，侯剑华国际特殊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和

前沿演进———基于ＳＳＣＩ中最有影响力的十种特殊教育

期刊文献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 ［Ｊ］．中国特殊教育，

２０１３（７）：８－１６．

９　邱淞，潘黎，侯剑华２１世纪国际学前教育研究的热点

领域和前沿演进———基于 ＳＳＣＩ中最有影响力的５种学

前教育期刊文献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 ［Ｊ］．学前教育研

究，２０１４（６）：１０－２０．

１０　王菲菲，刘明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ｓ视角下的交叉学科研究前沿探

测———以医学信息学领域为例 ［Ｊ］．情报学报，２０２０，

３９（１０）：１０１１－１０２０．

１１　宫雪，崔雷基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Ｍｅｔａ分析在医学信

息学领域中的应用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２０２０，２９（３）：１１－１７．

１２　刘鹏，涂彦，潘玮，等医学信息教育研究领域知识图

谱绘制与分析 ［Ｊ］．现代信息科技，２０２０，４（３）：２２

－２４，２７．

１３　王秀艳国外医学信息学研究热点与前沿 ［Ｊ］．医学信

息学杂志，２０１９，４０（４）：６－１１．

１４　杨天化，董静静，叶寒锋，等医学信息工程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及培养对策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４１（１０）：８９－９３．

１５　王启帆，李和伟新形势下医学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对

策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０，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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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期刊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检测抄袭与剽

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

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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