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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索包括ＣｈａｔＧＰＴ在内的大语言模型辅助决策系统的应用潜力，以实现其在临床转化，
分析ＣｈａｔＧＰＴ信息增益对男性不育研究热点总结和趋势评估的效果。方法／过程基于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运用文献
计量学、主题建模、“问－答”咨询等方法，分析文献证据和ＣｈａｔＧＰＴ虚拟数据下男性不育研究的主题差异。
结果／结论 男性不育研究主题从单一转多元，“病例发现”“激素诊断”“精子提取”“遗传标志鉴定”等成为
研究热点。应用ＣｈａｔＧＰＴ可补充文献计量学与主题建模证据，有效探索男性不育研究热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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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由于全球环境恶化和局部污染加剧，

男性不育发病率急剧上升，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

问题，影响２０％有生育愿望的夫妇［１－２］。男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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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因精子生成的复杂性而尚不完全

清晰［３］。生物医学文献是医学信息挖掘和临床应用

的宝贵资源［４］。高通量测序技术，如基因组测序、

转录组测序、甲基化测序等技术已经广泛用于男性

不育症的研究和疾病标志物的发现，有效补充了男

性不育症相关知识［５］。因此，挖掘现有医学文献中

的数据资源，不仅对构建知识库、知识图谱、聊天

机器人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等专业知识工程具有重

要价值，也对深入了解男性不育症的研究局限和未

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人工智能在医学决策辅助系统中的应用是

实现其临床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２０２２年 ＣｈａｔＧＰＴ

３５作为标志性大型语言模型 （ｌａｒ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ｏｄ

ｅｌｓ，ＬＬＭｓ）崭露头角［６］。其问世对放射学、牙科

学、耳鼻喉科等学科都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７－９］

认为ＣｈａｔＧＰＴ可能改变当前医学教育和实践模式。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作为一个广义生成模型，

ＣｈａｔＧＰＴ的所有理解和推断都是基础性的，其主要

用于基本知识的查询与推导，而不太可能提供创新

性的见解。在某些专业领域，其表现可能无法超越

现有人工智能模型［８］。

为了深入理解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生殖医学文献，特别

是男性不育领域的整合与总结能力，本研究选取

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作为主要数据来源。以 “无精子症”

“少精子症”“弱精子症”３个男性不育的核心词为

检索关键词，首先采用文献计量学、主题建模探索

真实世界下男性不育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其次，利

用ＣｈａｔＧＰＴ探索虚拟世界下男性不育研究的热点与

趋势。最后，通过对比分析，探索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文献

热点总结和趋势评估中的信息增强能力。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文献检索与基础数据收集

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是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旗下的引文

数据库，因其所收录文献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

受到业界广泛认可与关注。以男性不育研究的高频

词 “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和 “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

ｍｉａ”为检索关键词，筛选出题目中包含这些关键

词的相关文献。本研究的目标专注于英文文献，另

外排除通讯、评论、勘误等类文章。同时，聚焦以

人为对象的科学文献。导出 “ＢｉｂＴｅｘ”格式引
文记录数据，包括引文基本信息，如作者、标题、

发表年份、期刊来源等，还包括作者提供的关键

词、摘要、第一作者单位、通信作者单位等信息。

２２　文献计量学分析

首先借助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ｘ包提供的文献计量学函
数，分析年度发文量、前１％发文机构、前１％发文
期刊、前１％作者排名 （以 Ｈ指数为度量指标）、
前１％作者文献产出年度变化等指标［１０］。其次，为

了评估期刊对男性不育领域发展的贡献能力，基于

影响力指数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计算各期刊贡献度。
计算方式如下：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００１×ＪＣ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ｒｅｃｏｒｄ

　　其中 ＪＣＩｊｏｕｒｎａｌ是期刊引文指数，代表该期刊近３
年发表文章平均引用次数，其数据来源于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数
据库；Ｎｒｅｃｏｒｄ源于本研究中该期刊的发文记录数目。

２３　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主题建模分析方法的
男性不育研究热点分析

　　主题建模分析是探索学科研究热点和趋势最常
用的方法，尝试以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ＤＡ）［１１］为研究方法探索男性不
育研究的热点和趋势。以男性不育医学文献摘要作

为数据源构建语料库，首先排除数字、连接符、连

词等，使用ｑｕａｎｔｅｄａ包构建语料库［１２］。其次，采用

Ｐｏｎｗｅｉｓｅｒ等描述的基于吉布斯抽样法的 ＬＤＡ方法
主题建模［１３］，其中最佳聚类数目的选择采用梯度上

升法，其聚类范围设置２～１００，并以对数转化似然
概率为最终聚类数目优选指标。最后，以最优聚类

数目进行 ＬＤＡ方法主题建模，其参数采用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包默认参数，其中迭代次数设定为２０００次，
抽样次数为１００００次，检验频率设为每５００代进行
一次，同时丢弃前４０００次抽样结果［１４］。

２４　基于ＣｈａｔＧＰＴ增益的男性不育研究主题和热
点分析

　　为了探索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男性不育文献分析中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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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效果，研究对比基于真实世界 （文献）和虚拟世

界 （ＣｈａｔＧＰＴ）下男性不育研究中的主题和热点差
异性。采用 “当前男性不育研究的热点”作为查询

问题，将问题输入 ＣｈａｔＧＰＴ３５后提取研究热点关
键词。比较基于文献数据和 ＣｈａｔＧＰＴ提供的关键词
间的重合度，以评估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男性不育研究主题
和热点分析中的增益效果。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

性，对问题进行３次重复查询。

２５　数据统计与可视化

上述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均在 Ｒ语言环境中完
成［１５］。使用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ｘ包进行文献计量学基本分
析［１０］。主题建模则采用 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ｓ包的 ＬＤＡ方
法［１４］。在数据预处理和语料库构建过程中，还使用

了ｄｐｌｙｒ包［１６］和ｑｕａｎｔｅｄａ包［１２］等。而可视化结果的

呈现主要依赖于ｇｇｐｌｏｔ２包［１７］和ｓｆ包［１８］。

３　结果

３１　基于文献计量学证据的男性不育研究热点分析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共从 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
检索到２９６８篇题目中包含 “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ｏｌｉｇｏ
ｓｐｅｒｍｉａ”及 “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的科学文献，经排除
非文稿型、非英语型和不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

后，最后纳入 １７７７篇男性不育关联论文，包括
１６３８篇研究性论文、１１８篇综述性论文、１８篇会
议论文和３篇书籍章节。
３１１　基于计年数据的男性不育发文量计量
分析　依据计年数目，男性不育科学文献数目从
１９５２年的每年２篇，提升至２０２２年的每年１１９篇，
其中文献数目年增长率为６０１％。分析文献年增长
速率发现，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和２０１０年左右呈现
两次近指数增长期，推测其分别与核酸检测史上的

两次重大科技变革，即聚合酶链式反应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检测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
术发展有关，见图１Ａ。对男性不育学科分析发现，
“少精子症” “无精子症”和 “弱精子”相关男性

不育文献主要发表于医学 （６７４７％）、生化与分子
生物 学 （２７０１％）、多 学 科 （１０１％）、药 学

（０９０％）、农学 （０７９％），其他学科如化学、环
境科学等占比２８１％，见图１Ｂ。

图１　基于计年数据的男性不育发文量计量分析

　　注：Ａ为１９５２—２０２２年男性不育科学文献量；Ｂ为男

性不育总发文的主题分类。

３１２　基于计年数据的男性不育顶尖学者分析

　对男性不育作者影响力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学

术影响力排名前１０位的学者中有 ８位来自中国，

包括张远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沂峰 （南方

医科大学）等。对张远伟发文数量分析发现，近

年其在男性领域相关研究的影响力排名第 ２位，

总发文２２篇 （均为多作者协作类文章），其中以

第１作者发文 ４篇。在男性不育研究领域国际专

家中，以巴西男性生殖中心的 ＥｓｔｅｖｅｓＳＣ和康奈

尔大学的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ＰＮ最负盛名。ＥｓｔｅｖｅｓＳＣ的学

术影响力为０２９，发文总数量为１９篇，居首位，

其中５篇独作文章和１４篇多作者文章 （其中４篇

为多作者文章的第 １作者）。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ＰＮ发表男

性领域相关学术文章４６篇 （其中３篇独作文章和

４３篇多作者文章），排名第６位。此外，对比中国

和国际学者的发文情况发现，国际学者如 Ｅｓｔｅｖｅｓ

ＳＣ和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ＰＮ的发文情况中不仅包括多作者

文章，还包括独作文章；而中国学者则多以团队

协作的形式发文，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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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计年数据的男性不育顶尖学者及其协作网络分析

排名 作者 国家／地区 单位
影响力

分数 （分）

文章总数

（篇）

独作

文章数 （篇）

多作者

文章数 （篇）

多作者文章中

第１作者文章数 （篇）

１ ＥｓｔｅｖｅｓＳＣ 巴西 男性生殖中心 ０２９ １９ ５ １４ ４

２ 张远伟 中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０１８ ２２ ０ ２２ ４

３ ＬｉｕＹｕ－ｊｕｎ 中国 北京大学 ０１４ ２２ ０ ２２ ３

４ 王沂峰 中国 南方医科大学 ０１４ ２２ ０ ２２ ３

５ 李红钢 中国 北京大学 ０１３ ２３ ０ ２３ ３

６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ＰＮ 美国 康奈尔大学 ０１２ ４６ ３ ４３ ５

７ 张欣宗 中国 广东省精子库 ００９ ２３ ０ ２３ ２

８ 张洪亮 中国 北京大学 ００６ ３４ ０ ３４ ２

９ 刘见桥 中国 广州医科大学 ００５ ２０ ０ ２０ １

１０ 李铮 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 ００５ ４１ ０ ４１ ２

３１３　基于发文国家／地区差异性的主发文单位
分析　对发文的国家／地区分析发现，中国、美
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占据主要地位，见图

２。对发文量排名前 １０位 （总发文 ２７７篇，占男
性不育总发文量的 １５５９％）的研究机构分析发
现，中国共有 ５家单位上榜，即南京医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安

徽医科大学，其排名分别为第１位、第３位、第４
位、第６位和第９位。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克利夫兰
诊所基金会分别以４０篇和２２篇总发文量，占据第
２位和第８位。此外伊朗教育、文化和研究学术中
心、罗扬研究所和埃及开罗大学表现良好，其分别

位于第５位、第１０位和第７位，见表２。

图２　基于发文国家／地区差异的男性不育发文特征分析

表２　基于发文总量的学术机构排名

排名 归属机构
国家／

地区

发文

数量 （篇）

１ 南京医科大学 中国 ４３
２ 美国康奈尔大学 美国 ４０
３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 ３２
４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 ２７
５ 伊朗教育、文化和研究学术中心 伊朗 ２６
６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 ２５
７ 开罗大学 埃及 ２２
８ 克利夫兰诊所基金会 美国 ２２
９ 安徽医科大学 中国 ２０
１０ 罗扬研究所 伊朗 ２０

３１４　基于发文数量和影响力指数的期刊影响力
分析　对男性不育期刊发文总量和学科影响力分析
发现，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
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ａ是男性不育研究领域发文数量最高的期
刊，其发文量分别为１９５篇、１１８篇和５５篇。以影
响因子、５年影响因子和期刊引用指数为指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是男性不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期刊。综合
分析发文数量和期刊影响力发现，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
ｒｉｌ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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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期刊，其影响力指数分别 ４２５１、２６３１４和１１３３，见表３。

表３　基于发文总量和期刊影响力的男性不育研究

排序 期刊 发文数量 （篇）
期刊影响力

影响因子 ５年影响因子 ＪＣＩ
影响力指数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 １９５ ６７ ７５ ２１８ ４２５１０

２ 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１８ ６１ ７１ ２２３ ２６３１４

３ 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ａ １０１ ２４ ２５ ０８６ ８６８６

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 ５５ ６６ ６２ ２０６ １１３３０

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５４ ３１ ３５ ０９３ ５０２２

６ 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 ５３ ２９ ３１ ０６３ ３３３９

７ Ｕｒ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１ ２２ ０７４ ２６６４

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４ ２６ ２９ ０８１ ２７５４

９ 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６ ４５ ４３ １５８ ４１０８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２６ ５８ ６１ １２７ ３３０２

　　注：ＪＣＩ表示期刊引用指数，代表该期刊近３年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数据来源于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数据库。

３２　基于主题建模的男性不育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经模型参数优化后，发现当聚类数设置为 Ｋ＝

１５时，其呈现的主题分布最符合男性不育研究趋势

分布状况，见图３。其中主题１以 “ｖａｓ”“ｐａｔｉｅｎｔ”

等为主题关键词，表明该主题以病例研究为主要研

究方式，探索输精小管阻塞患者中的精子数量或功

能变化。主题２以 “ｓｐｅｒｍ”和 “ＦＳＨ”为关键词，

表明该主题主要探索促卵泡生成激素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在精子数量或功能异常

中的作用。主题３以 “ＮＯＡ”“ｇｅｎｅ”和 “ｅｘｐｒｅｓｓ”

为关键词，表明该主题主要探索非阻塞性无精子症

患者中的基因表达模式或标志物。主题４与主题３

的关键词类似，以 “ＮＯＡ” “ｇｅｎｅ”和 “ｅｘｐｒｅｓｓ”

为关键词，但是 “ｐｒｏｔｅｉｎ”和 “ｌｅｖｅｌ”等关键词比

例明显增加，表明该主题研究方向以 “ｐｒｏｔｅｉｎ”含

量的高低探索基因表达变化。主题５以 “ＮＯＡ”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为主题关键词，表明该主题主要探索脱

氧核糖核酸 （ｄｅｏ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ＤＮＡ）突变对

非阻塞性无精子症的影响。主题 ６以 “ｓｐｅｒｍ”

“ＮＯＡ”“ｇｒｏｕｐ”和 “ｒａｔｅ”为关键词，表明该主题

以类群或队列为研究对象，探索精子活性或数量。

主题 ６以 “ｄｅｌｅｃｔ” “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 “ＡＺＦ”和

“ＡＺＦａ”为主题关键词，表明该主题主要探索生精

基因ＡＺＦ的缺失或部分缺失对男性不育的影响。主

题８以 “ＩＳＣＩ”“ｓｐｅｒｍ”和 “ｒａｔｅ”为关键词，表明

该主题主要探索活性精子比例对卵胞浆内单精子注

射结局的影响。主题９与主题２类似，但是增加了

“ｓｅｒｕｍ”“ｈｏｒｍｏｎ”等关键词比例，表明该主题不

仅研究促卵泡生成激素对男性不育的影响，还增加

了与其他激素检测比例。主题 １０则以 “ＮＯＡ”

“ＳＮＰ” “ＳＮＰｓ”和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为关键词，表明该

主题主要探索基因型或ＳＮＰ位点对非阻塞性无精子

症的影响。主题１１则以 “ｓｐｅｒｍ” “ＮＯＡ” “ｔｅｓｔｉｓ”

和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为关键词，表明该主题主要探索非阻

塞性无精子症患者中睾丸精子提取术。主题１２则

以 “ｓｅｍｉｎ”“ｔｕｂｕｌｉｎ”“ｃｅｌｌ”和 “ｐｌａｓｍａ”为关键

词，表明该主题以白蛋白数量为指标，探索精浆中

免疫细胞对精子数量或功能的影响。主题 １３以

“ｓｐｅｒｍ”“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和 “ｃａｕｓｅ”为关键词，

表明该主题以探索男性不育患者中的精子质量、数

量或功能异常为主要内容。主题１４以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

和 “ｂｉｏｐｓｙ”为主题关键词，表明该主题以男性不

育患者中睾丸活检为主要检验方法，探索睾丸中各

生精细胞数量和比例对不育结局的影响。主题 １５

以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和 “ＤＮＡ”为关键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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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题主要探索 ＤＮＡ变异在患者类群中的比例。
对主题的时间分布规律研究发现，男性不育的主题

分布呈现由简单到多样化的变化历程。如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男性不育研究的主题主要是 “睾丸组织活

检”和 “非阻塞性无精子症蛋白含量检测”。进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 ＰＣＲ技术及色谱技术发展，

基因变异检测和激素含量高低成为男性不育患者的

常用检测方法，其中主题２、主题５、主题６和主题
９等明显增加。进入２１世纪后，尤其是２０１０年以
后，以 “转录组”“蛋白组”和 “全基因组测序”

等为代表的组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男性不育研究，

男性不育研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图３　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的男性不育趋势分析

　　注：Ａ为主题距离分布图；Ｂ—Ｐ为基于ＬＤＡ分析的主题及其关键词频率；Ｑ为不同主题随时间分布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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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基于ＣｈａｔＧＰＴ增益的男性不育研究热点分析

ＣｈａｔＧＰＴ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工具，被证实
具有趋势总结能力。为了探索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男性不育
研究中的增益效果，尝试以 “问 －答”形式探索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男性不育研究热点中的增益效果。结果
表明，ＣｈａｔＧＰＴ共回答了１５个男性不育研究的热点
问题，其中对男性不育的风险因素方面，提及 “环

境暴露”“遗传因素”“表观遗传因素”“激素不平

衡”“免疫因素”等对精子数量、质量与功能的影

响；对于男性不育治疗和预防，提及 “干细胞疗

法”“非侵入性辅助生殖” “出生控制”和 “育性

保护”等不育治疗方案和预防策略；对男性不育研

究的政策性指导，提及 “精准医学” “人工智能”

“道德和法律”“男性不育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等发

展方向和策略，见表３。

表３　基于ＣｈａｔＧＰＴ增益的男性不育研究热点评估

主题 主题解释 推荐次数

环境暴露 调查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生活方式等对男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３

干细胞 探索干细胞在男性不育症治疗中的应用潜力 ３

激素不平衡 探索激素在男性不育症中的作用，发展激素治疗 ２

非侵入性辅助生殖 发展和改进辅助生殖技术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如胞浆内单精子注射 （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和睾丸精子提取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ｐｅｒｍ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Ｅ）

２

男性出生控制 研究男性避孕的新方法 ２

表观遗传 探索精子的表观遗传修饰如何影响生育能力和后代健康 ２

社会和心理因素 探讨男性不育对个人和夫妇的心理影响 ２

精子健康和质量 了解影响精子质量的因素以及改善精子质量的方法 ２

不育遗传学 研究导致男性不育的遗传因素和潜在的基因治疗或干预 １

精准医学 根据个人的遗传等特征定制不育症治疗策略，以优化结果 １

人工智能 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精子质量和生育结果预测 １

育性保护 保留男性生育能力的技术研究 １

不育中的免疫因素 了解免疫系统在男性不育症中的作用和潜在的免疫治疗 １

道德和法律 讨论有关生育治疗、精子捐赠和基因检测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１

男性避孕 不断努力开发安全、有效、可逆的男性避孕新方法 １

４　讨论

近年来，伴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发展和不育人

数的持续攀升，不孕不育研究相关文献呈现出近指

数的速率增长。为了探索和对比基于真实世界 （文

献）数据和虚拟世界 （ＣｈａｔＧＰＴ）数据下男性不育
研究中主题和热点的差异性，以 “无精子症” “少

精子症”和 “弱精子症”为题目关键词，共从 Ｓｃｏ
ｐｕｓ数据库检索到１７７７篇男性不育研究相关科学文
献。进一步的文献计量学和主题建模分析显示，男

性不育相关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多样化的变化历

程，其中 “阻塞性不育患者的病例发现” “激素在

不孕不育及单精子注入患者中的价值” “非阻塞性

无精子症患者中睾丸精子提取术”等是男性不育研

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基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问 －答”系
统，获取包括 “环境暴露” “干细胞” “激素不平

衡”等１５个男性不育研究热点。对比基于文献证
据和ＣｈａｔＧＰＴ“问 －答”结果分析发现，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回答不仅能涵盖 “环境暴露” “遗传因素” “表

观遗传因素” “激素不平衡”等因素对精子数量、

质量与功能的影响，还兼顾了 “精准医学” “人工

智能” “育性保护”等文献数据报道较少的证据，

所以ＣｈａｔＧＰＴ是探索和了解学科研究趋势和热点的
效果增益工具，其对快速了解学科方向、制订学科

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但由于ＣｈａｔＧＰＴ训练时的语料库主要来源为网
络文本语料库、ＷｅｂＴｅｘｔ２、现有图书和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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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并非源于专业男性不育医学文献，其在回答

男性不育研究的热点问题时具有泛化性而缺乏专业

性，如ＣｈａｔＧＰＴ高频推荐了 “环境暴露”“干细胞”

“激素不平衡”“非侵入性辅助生殖”“男性出生控

制”“表观遗传”和 “精子健康和质量”等男性不

育研究热点问题，但对 “精准医学” “人工智能”

等真实世界 （文献）数据的推荐频次较少，突显出

ＣｈａｔＧＰＴ医学问题回答的偶然性。因此，探索将
ＣｈａｔＧＰＴ与专业知识库相结合的垂直ＧＰＴ将有助于
提升相关医学问题回答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５　结语

探索大语言模型在辅助决系统中的应用潜力是

实现其临床转化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男性不育问

题为研究对象，对比真实世界 （文献证据）和虚拟

世界 （ＣｈａｔＧＰＴ总结）下男性不育的热点。结果表
明ＣｈａｔＧＰＴ不仅覆盖 “环境” “遗传” “激素不平

衡”等风险因素对男性不育负面影响的热点问题，

还突显了文献证据下因文献数量较少而无法重点显

示的 “精准医学”“育性保护”等热点问题，Ｃｈａｔ
ＧＰＴ等大语言模型工具是传统文献计量学的有效补
充，有助于探索男性不育研究热点和趋势。但是在

研究中也发现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回答医学问题时的随机性
和偶然性，其无法有效提供可实现临床转化的数据

证据。此外，本研究还存在局限性，即所有证据依

赖于对临床文献的总结和大语言模型的系统总结。

而在真实世界，技术的革新、诊断或预测模型的开

展、标准或工具的开发将会对学科发展产生极大的

促进作用，后续研究将会重点关注男性不育领域的

技术革新、诊断或预测模型的开展、标准或工具的

开发，以期为揭示男性不育文献、工具、模型的演

化规律奠定基础。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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