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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完成的５１７项成果查新项目进行
整合分析，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软件聚类分析近１０年中医药科技成果的热点变化，以期更好地为中医药创新发
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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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是查新机构对委托内容做

出的正式陈述，是科研项目申报奖项的必备材料，

而有资格申请各类奖项的科技成果大部分处在科

学研究领域最前沿，对其进行统计分析能从侧面

反映研究领域的科研情况，总结当前发展态势，

为科技部门和科研人员提供参考依据。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 （以下简称检

索中心）成立于１９９２年，依托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丰富文献信息资源，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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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乃至全国中医药领域的科研、医疗、教学及企

事业单位等提供信息咨询、数据分析、调研、培

训等信息情报服务，也为政府部门在中医药领域

中的政策与管理、科研与创新提供决策依据和内

容支撑［１］。本文对检索中心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间承接

的成果查新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软件［２］对成果查新项目主题展开聚类

分析，分析历年学科热点变化，了解近１０年中医

药科研成果的热点分布，并探究中医药科技创新

发展的新态势。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检索中心 “中医药科技查新管理系

统”存档的材料，包含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成果查新项目委托书和查新报告书，

总计５１７项。

２２　统计方法

运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成果查新项目的申请年、委托

单位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软件对

查新结论中所涉及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２３　数据清洗

对查新项目关键词进行规范合并，如将 “ＩＳＯ”

“国际标准”规范为 “ＩＳＯ国际标准”；对机构名称

进行统一，如将 “针灸所”规范为 “中国中医科学

院针灸研究所”。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成果查新项目申请年分布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期间，检索中心共完成２１８４项

查新报告，涉及课题立项、项目成果、硕博论文

等［３］，其中成果查新 ５１７项，占总量的 ２３６７％，

见表１。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成果查新数量平稳上升。

受 “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影响，２０１２

年立项查新数量激增；受研究生扩招政策影响，

２０１６年硕博士论文查新项目激增，成果查新占比相
对减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查新项目年分布

时间

（年）

成果查新

（项）

立项查新

（项）

其他

（项）

查新总数

（项）

成果查新

百分比 （％）

２０１２ ２１ ２８４ ２ ３０７ ６８４

２０１３ ５４ ５０ ７８ １８２ ２９６７

２０１４ ４０ ４９ ８４ １７３ ２３１２

２０１５ ４９ ２５ ８２ １５６ ３１４１

２０１６ ３２ ４４ １７９ ２５５ １２５５

２０１７ ５４ ６６ １１６ ２３６ ２２８８

２０１８ ５３ ３０ ９３ １７６ ３０１１

２０１９ ５３ ３０ １２４ ２０７ ２５４８

２０２０ ６２ ３３ １２６ ２２１ ２８０５

２０２１ ９９ ３２ １４０ ２７１ ３６５３

合计 ５１７ ６４３ １０２４ ２１８４ ２３６７

３２　成果查新项目委托单位地域分布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期间，共１１９家单位申请成果查

新，见表２。北京地区委托单位主要有中国中医科

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由于检索中心有２０

个分中心［４］以及通常就近选择查新机构，成果查新

委托单位多分布于北京及周边地区。

表２　成果查新项目委托单位地域分布

地区 数量 （项）

北京 ４４０
河北 １５
山东 １１
江苏 ９
浙江 ８
天津 ７
山西 ５
河南 ５
湖南 ４
福建 ３
广东 ２

　内蒙古 ２
辽宁 １
陕西 １
上海 １

　黑龙江 １
吉林 １
四川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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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成果查新项目学科分布

依据 《学 科 分 类 与 代 码 （ＧＢ／Ｔ１３７４５—

２００９）》［５］国家标准对成果查新项目进行学科分类，

见表３。在５１７个成果查新项目中，中医学及中药

学领域占总量的９０１４％，中医学最多。中医学二

级学科分类统计结果，见表４。可见中医内科学的

成果查新项目数量最多 （１０７项），中医基础理论

（６１项）次之。这反映出在中医药领域中，科技成

果主要集中于中医学与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与

民族医学的科技成果较少。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成果查新项目学科统计

学科分类 数量 （项） 百分比 （％）
中医学　　　　　 ３３２ ６４２２
中药学　　　　　 １３４ ２５９２
中西医结合医学　 ３９ ７５４
民族医学　　　　 ５ ０９７
西医学及其他学科 ７ １３５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医学二级学科成果查新统计

二级学科分类 数量 （项）

中医内科学　　　 １０７
中医基础理论　　 ６１
针灸学　　　　　 ３４
中医学其他学科　 ３１
中医骨伤科学　　 １８
中医外科学　　　 １８
中医妇科学　　　 １７
中医眼科学　　　 １３
中医文献学　　　 １１
按摩推拿学　　　 ８
中医诊断学　　　 ５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３
方剂学　　　　　 ２
中医养生康复学　 ２
中医护理学　　　 １
中医食疗学　　　 １

３４　成果查新项目关键词频数分析

关键词高度概括项目主题，是其内容的核

心［６］。成果查新项目关键词主要来源于委托用户提

供的关键词及查新人员根据查新项目制定的检索

词，以用户提供关键词为主，若未提供则以检索词

为主。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膝骨关节炎等关

键词频数较高，这些常见老年病均是中医药优势病

种。安全性评价、中药、中药复方的共现频次较

高，是中药学领域的关键主题，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成果查新项目关键词 （＞５）统计

关键词 数量 （个）

糖尿病　　　 ２２
临床研究　　 １６
中医药　　　 １６
冠心病　　　 １５
益气活血　　 １４
疗效评价　　 １３
病证结合　　 １１
动物模型　　 １０
针灸　　　　 １０
中药　　　　 １０
动脉粥样硬化 １０
安全性评价　 １０
中西医结合　 ９
高血压　　　 ８
机制研究　　 ８
ＮＦ－κＢ　　　 ８
传承研究　　 ７
证候　　　　 ７
临床疗效　　 ６
实验研究　　 ６
药代动力学　 ６
中药复方　　 ６
膝骨关节炎　 ６
肺癌　　　　 ６

３５　查新结论相关论文关键词分析

成果查新报告中查新结论对于项目至关重要，

对查新报告所涉及的５４９６篇相关论文关键词进行

共现聚类分析。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软件关键参数设置为：

时间范围 （ＴｉｍｅＳｌｉｃｉｎｇ）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时间
切片 （ＹｅａｒｓｐｅｒＳｌｉｃｅ）为１年；选择指标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的 （ｃ，ｃｃ，ｃｃｖ）为２，２，２０；２，３，

２０；２，３，２０。最终形成节点１３１８个，连线２５４４
条，见图１。节点大小表示共现频次的高低，节点

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间的共现强度。对关键词进行

同义词合并，如 “中医证候”和 “证候”、 “高血

压病”与 “高血压”，得到以下１１个共现频次大于

５０的关键词：中医药、冠心病、临床疗效、大鼠、
针灸疗法、临床研究、高血压、中医证候、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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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模型、电针。相关论文关键词聚类，见图 ２。
图１与图２中聚成的１０个类基本类似。该网络模块
值为 ０７６７８，表明划分的社团结构显著 （Ｑ＞
０３）；平均轮廓值为０９１２８，表明聚类结果令人
信服 （ｓ＞０７表示令人信服［７］）。突现图能显示领

域内研究热点的转移，突变度越高，增速越快，越

可能成为研究热点［８］。近１０年来，中医药领域共
有８４个突现词，突变强度前２５个关键词，见图３，
其中突变强度最高的是本草考证 （７４３），出现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图１　相关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２　相关论文关键词聚类

图３　前２５位关键词突变分析

４　讨论

检索中心近１０年完成的５１７项成果查新项目涉
及１８个省市，５４９６篇相关论文，通过分析发现近
１０年中医药科技成果查新项目数量处于研究稳定
期。中医学领域的成果查新项目主要聚焦于糖尿

病、冠心病、高血压等中医药优势病种，且老年病

未来还将持续成为中医学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一

方面是由于我国已步入新一轮老龄化加速期，加之

现代生活与压力的影响，心血管疾病等也趋于年轻

化；另一方面是中医辨证治疗对于这些疾病的预防

及疗效显著；中药学领域主要聚焦于安全性评价，

主要成果集中在中药材规格及质量、中成药及中药

复方等使用方面。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分析能反映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中医药领域相关的热点词

有冠心病、数据挖掘、用药规律、名医经验等。关

键词聚类主题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的现状与发展，结

合聚类标签分析发现，中医药领域研究主题有：名

医经验的数据挖掘及用药规律分析，抑郁症、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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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病、冠心病等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及药物

研发，本草考证，中药材质量评价等。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印发的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９］将中医药发展规划列入国
家发展战略。２０１９年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１０］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在中医药

传承创新中，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是研究热点，最新

科技成果也与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研究平台的开

发与应用相关。在学术思想传承方面具有较高借鉴

参考价值的是沈氏女科［１１］，已传承 ２２代，逾 ６５０
年，对于中医理论的创新推进、临床诊疗体系的发

展丰富、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高有深远影响。 “针

刺”或 “针灸疗法”通常与其他关键词共现，分析

技术要点及查新结果发现，目前集中在针灸疗法创

新、针灸器具创新以及传承保护３个方面，如筋骨
三针疗法［１２］，是在传统九针基础上，结合家传太极

龙关针法与运动疗法等创新发明的中医微创针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引入，传统针灸疗法已面

临许多问题和挑战［１３］：一方面，针灸疗法趋向现代

化，如电针、穴位注射等疗法配合使用能显著提高

针灸疗效；另一方面，现代医生极少精通传统针灸

技法与民间家传针刺技法等，逐渐濒临失传，亟待

继承、保护和进一步整理研究。

５　结语

综合来看，近 １０年来中医学主要热点在于各
种心血管疾病及关节疾病等中医优势病种，尤其是

冠心病，中药学主要热点在中药复方、中药上市后

等安全性评价及中药商品质量评价等方面，民族医

学的科技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推进与发展。守

正创新是科技查新人员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贯彻的精

神。一是要做到中医知识的守正，对查新人员进行

中医药知识培训，了解中医药学相关领域，能对查

新委托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完善；二是知识服务

的创新，创新中医药科技查新服务模式，同时加大

宣传力度，进一步与基层中医馆进行对接合作，引

导基层医务工作者意识到科技查新的必要性。本研

究基于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科技查新管理系统

承接的项目进行分析，仅能从侧面得出结论，未来

有待进一步更全面的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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