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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科学计量学、内容分析法等方法对高血压研究领域前沿进行分析和识别，有效揭示高血压疾
病研究领域在项目资助、研究成果、专利药物转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以期为科研人员和决策制定者提供

有益参考。

〔关键词〕　高血压；态势分析；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　ＭＥＮＰｅｉｘ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Ｊｕｎ，ＤＵＨｕｉ，ＸＩＡＯＹｕ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ｉ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ｖｅａｌ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

ｓｕｌｔ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ｕｓｅｆｕ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ｏｔｓｐｏ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作者简介〕　门佩璇，硕士，馆员，发表论文１１篇；通讯

作者：张玢，硕士，副研究馆员。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防控研究”重点专项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２０２０ＸＭ４１）。

１　引言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致死率最高的非传染性疾

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是对人群健康寿命影响最

广泛的疾病。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２０１９》

显示，目前中国心血管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冠心

病，其次是高血压［１］，有效控制高血压可显著降低

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病死率［２］。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

年）》，将慢性病防控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３］。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针对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出关于个人、

政府和社会的防治行动［４］。本文通过科学计量学、

内容分析法等方法分析高血压研究领域在基金资

助、研究论文、专利药物转化等方面的研究态势，

以期为科研人员和决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和数据支

撑。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基金资助信息来源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ＲｅＰＯＲＴ数据
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ＳＦＣ）网站项目信息系
统［５－６］；论文数据来源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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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来源于 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数据库；在研药物情况
来源于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数据库。

２２　分析方法

２２１　发文数量和篇均被引频次　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数据库中检索２０２０年主要国家在高血压领域
的发文数量和篇均被引频次，使用投影象限图，以

第１／通讯发文量排名前２５位国家的论文数量以及
篇均被引频次分别作为横纵轴，以发表论文数量的

均数和篇均被引频次的均数作为坐标原点。第１象
限的国家论文发表数量和篇均被引频次都比均值

高，在全球有较高影响力。此外利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软
件制作高血压领域研究热点聚类图，明晰目前全球

高血压研究热点方向。

２２２　专利布局　基于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专利分析软件，
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研发机构专利布局，使用气泡
图对比高血压领域主要申请机构研发实力。其中，

第１象限为领导者，第２象限为潜在购买方，第３
象限为效仿者／加入者，第 ４象限为潜在销售方。
此外对高价值专利聚焦领域进行分析，明确高血压

领域技术热点和竞争趋势。

２２３　在研药物情况　采用 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数据库对高
血压治疗在研药物进行检索与分析，比较不同国家

／地区和不同机构研发实力和竞争态势。

３　结果

３１　基金资助

３１１　ＮＩＨ资助概况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财年美国 ＮＩＨ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基金资助系统项目分类中出现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的项目共 ７２７项，总资助金额约 ２９３亿美
元。ＮＩＨ下属２０个研究中心资助了高血压领域研
究，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病研究所、美国国立糖尿病

消化与肾病研究所、美国国立老龄化研究所等资助

金额较高。

３１２　ＮＳＦＣ资助概况　２０１９年 ＮＳＦＣ对高血压
领域资助项目９７项，总资助金额约０４７亿元。５６
个机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资助金额

超过１５０万元的机构为上海交通大学 （１１项）、北

京大学 （５项）、西安交通大学 （５项）、南京医科
大学 （４项）和上海中医药大学 （４项）。其中，郑
州大学 “可溶性肾素原受体通过直接激活血管紧张

素Ｉ型受体诱导内皮功能紊乱和肥胖相关高血压”
项目；上海交通大学 “Ｔ／Ｂ淋巴细胞异质性调节高
血压及血管损伤机制研究”项目；北京大学 “高血

压血管重构过程中关键膜蛋白复合体的动态调控机

制及干预”项目获资助金额超过２００万。

３２　研究论文

３２１　论文数量　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高血压领域研
究论文发表数量逐年缓慢增长，美国发表 ＳＣＩ论文
数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发表 ＳＣＩ论文数量自
２０１０年迅速增长，发文数量升至全球第２位。２０２０
年中国发文数量已接近美国。以第１／通讯作者发表
高血压领域ＳＣＩ论文数量前３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
美国和日本。

３２２　论文影响力　２０２０年以第１／通讯作者发表
高血压领域ＳＣＩ论文篇均被引频次排名前３位的分
别是加拿大，意大利和德国。中国篇均被引频次全

球排名第１０位。被引频次投影象限图显示，被投
影在第１象限的国家有美国、中国、英国、德国和
意大利，其发文数量和篇均被引频次均处于领先地

位，为领导者；加拿大、荷兰、西班牙处于第２象
限，虽然高被引和热点研究成果少，但影响力较

强；墨西哥、俄罗斯处于第３象限，巴西、日本处
于第４象限，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２０年以第１／通讯作者发表ＳＣＩ论文

国家情况对比 （前２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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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论文内容　通过聚类发现，目前全球高血
压研究主要集中在卡维地洛、利尿剂、氨氯地平等

抗血压药物；肺动脉高压相关血流动力学、血管重

构、血压内皮功能和右心室功能等；高血压并发症

及机理研究；儿童高血压与妊娠高血压等方面，见

图２。

图２　２０２０年全球高血压研究领域热点

３３　技术专利

３３１　专利申请量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稳中有升，至
２０１７年开始略有下降。全球专利授权率维持在３０％
～４０％之间，中国专利授权率仅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高
于国际水平，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３３２　研发巨头实力对比　目前该技术领域领导
者较多，主要为罗氏、诺华、赛诺菲等。潜在购买

方主要为美国辉瑞制药。大部分公司都位于效仿者

和加入者的第３象限，处于追随地位。
３３３　专利技术研究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全球高血压
领域专利强度为９０～１００的高价值专利共有８５２条。
高价值专利排名前５位的国际专利分类号分组分别
是含有有机活性成分的药物制剂 （Ａ６１Ｋ３１／００）、
用于诊断目的的测量 （Ａ６１Ｂ５／００）、具有特殊物理
形态的药物制剂 （Ａ６１Ｋ９／００）、含肽的药物制剂
（Ａ６１Ｋ３８／００）和电疗法 （Ａ６１Ｎ１／１００）等。可见
高血压疾病领域专利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种药物

制剂研究和诊断治疗装置器械等方面。根据专利特

征词分布图，高价值专利涉及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

高血压与呼吸系统疾病、肾脏损伤和盐摄入量，以

及药物活性生物制剂研究等领域，这也与国际专利

分类号分布相对应。

３４　在研药物

３４１　在研药物数量　基于 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数据库，

２０２０年高血压领域共检索到药物７９个，去除中断

研发以及长时间无报道的药物，共有７４个在研药

物。其中美国高血压药物有 ５３个，占全部在研药

物的７１６％，技术实力雄厚。中国高血压药物仅有

２８个，约为美国的１／２，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３４２　药物研发机构研发数量　２０２０年高血压领

域全球药物研发机构研发数量排名前２０位的机构，

见表１。除中国中南大学以外均为医药公司，其中

美国公司占６０％，欧洲公司占３０％，亚洲地区企业

仅日本池田制药进入前２０药物研发机构排名之列。

表１　２０２０年高血压药物研发机构 （前２０位）

机构名称 药物数量 机构名称 药物数量

Ａｄｄｐｈａｒｍａ ６ 瑞士Ａｃｔｅｌｉｏｎ ２

ＶｉａｔｒｉｓＩｎｃ ６ 西班牙艾美罗制药 ２

辉瑞公司 ５ 中南大学 ２

联合治疗公司 ５ 西巴－盖吉公司 ２

阿斯利康 ４ 吉利德科学公司 ２

阿特纳斯制药 ４ 葛兰素集团有限公司 ２

ＡｌｖｏｇｅｎＩｎｃ ３ 默克公司 ２

阿斯特拉斯制药公司 ３ 持田制药有限公司 ２

葛兰素史克 ３ 诺华公司 ２

艾伯维 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公司 ２

４　讨论

４１　全球多国加强高血压研究资助力度

随着全球疾病谱的重大改变，慢性病已成为全

球主要疾病负担 ［７］。高血压作为全球面临的重要公

共卫生问题，始终是各国政府及研究机构关注的焦

点，世界各国都强化了在心血管领域及高血压研究

中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 《世卫组织欧

洲区域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５年）》中提到评估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方面

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提升检测和干预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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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方面的技术手段［８］。２０１９年１月，英国国家医疗

服务体系发布了最新的１０年长期计划，确定心血

管疾病是临床重点，关注焦点包括提高高血压和高

胆固醇等健康检查手段的有效性。美国ＮＩＨ和中国

ＮＳＦＣ在高血压领域资助机构主要以高等院校和医

院为主。从研究论文来看，美国论文数量和影响力

均处于领先地位，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在高血压领

域科研实力较强，中国发文的影响力尚与欧美国家

有一定差距。

４２　中国药企应加速高血压研究领域专利布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世界知名医药企业开始针对

高血压药物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年申请量达到千

余件。专利申请人多集中在美国、日本、瑞士等

国，主要与这些国家拥有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有

关。如美国默克公司、辉瑞公司；日本武田药品工

业株式会社；瑞士诺华、罗氏公司等。２０１２年辉瑞

公司启动了中国慢病管理质量促进项目，强调高血

压是卒中、冠心病等的重要危险因素，使得冠心病

患者 “平稳降压，有效改善远期预后”的治疗理念

得到更新。瑞士诺华公司研发的缬沙坦也已在 ９０

多个国家作为高血压强效一线治疗药，在６５个国

家用于治疗心力衰竭患者，是经典的畅销抗高血压

药物。与之相比，中国的药企在专利申请方面还较

为分散，没有形成垄断格局的公司，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的中南大学在高血压药

物研发方面表现突出。２００５年中南大学以吴茱萸次

碱为研究对象，开发了一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Ｉ

类抗高血压药。该项目组所在药理学科为国家重点

学科和湖南省心血管研究重点实验室，项目技术水

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先后在湖

南省建立了２０多个高血压防治基地，组建了 “湖

南省高血压研究中心”，多项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处

于领先水平，研究成果多次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获

得国家支撑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

４３　高血压高关注领域为药物治疗、合并症管理
和特殊人群高血压

　　高血压研究论文热点主要集中在抗高血压药

物、肺动脉高压相关血流动力学与血管重构、高血

压并发症、儿童高血压及妊娠高血压等方面。专利

技术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中药活性生物制剂研究、

诊断治疗装置器械、高血压与呼吸系统疾病、肾脏

损伤和盐摄入量等方面。这与林鑫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９］。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王增武教授对２０２０
年高血压领域研究热点进行了总结，主要涉及高血

压与呼吸系统疾病、高血压社区干预、高血压药物

治疗、高血压与心脑血管健康、空气污染与高血

压、女性高血压、年轻高血压、老年高血压等方

面［１０］。可见高血压的靶向治疗和药物组合制剂治

疗，高血压多种合并症的风险管理与防控，以及特

殊人群高血压问题是当前关注度较高的领域。

５　结语

本文从全方位视角对高血压研究领域进行态

势分析，阐述高血压研究与技术在科技布局、发

展趋势、研究热点等方面的重要动态信息，为科

研人员和决策制定者提供数据信息支撑。针对我

国专利申请和药物研发相对薄弱的局面，科研机

构和药企一方面应加强自身科研创新能力，另一

方面也可针对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失效专利加以使

用，对失效专利进行创新和二次开发。未来应在

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瞄准国际形势，

追踪国际前沿，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形成遍布全

球的科研协作网络；同时进一步完善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鼓励推动科研成果转

化应用，为提升创新竞争力、促进我国自主原创

高血压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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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高质量利用数据库资料的同时保障数据库安

全性、保护患者合法权益及隐私。

６　结语

本文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持续改进等方面

对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智慧医院构建进行探讨，为

提高患者以及医、护、技、管的满意度，以及医院

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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