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８（５）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通信作者

利用 ＧｏＷｅｂ、ＰｕｂＭｅｄ及 ＩＳＩＳ系统
评价医学期刊对研究热点的把握度

宋国营１）　常　春２）　苏　楠３）　张　媛１）　郭　瑞１）　石朝云４）　熊　曾５）

１）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２）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科，１００１９１，北京；３）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

１０００２９，北京；４）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放射科，４１０００８，长沙

摘　要　以哮喘机制研究为例，使用 ＧｏＷｅｂ生物医学专业搜
索引擎搜索学科领域研究热点，以 ＰｕｂＭｅ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来源的国外权威期刊和 ＩＳＩＳ系统检索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为评价标准，比较国内权威医学期刊对学科领域研究热

点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度。结果发现，免疫学、气道重塑、表观

遗传学为哮喘机制研究３大热点，三者发文量或项目数占比之
和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中华医学杂志》（９６．０％）、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８９．５％）、国外权威期刊（８７．０％）、《中华结核
与呼吸杂志》（７５．７％）。与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相比较，国内权威期刊中免疫学机制比例较高，而气道重

建比例较低，表观遗传学研究见于国外权威期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及《中华医学杂志》中，发文量或项目数占比基本相

当；在国内期刊中，《中华医学杂志》对哮喘机制研究热点的把

握度较好。基于ＧｏＷｅｂ对科技期刊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有
利于医学期刊及其编辑把握有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发展趋

势，组织发表紧跟国际研究热点的高水平的医学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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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编辑前瞻性把握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并

预测研究发展趋势，对于发表优质科研论文，提高期刊

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将

ＧｏＷｅｂ生物医学专业搜索引擎［１］与ＰｕｂＭｅｄ文献检索
服务系统配合使用，对医学期刊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

责任编辑捕获领域研究热点及预测其发展趋势［２］。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哮喘机制研究为例，使

用ＧｏＷｅｂ生物医学专业搜索引擎搜索学科领域研究
热点，以ＰｕｂＭｅ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来源的国外权威
期刊和ＩＳＩＳ系统检索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为评价标准，比较国内权威医学期刊对学科领域研究

热点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度。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ＧｏＷｅｂ生物医学专业搜索
引擎（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ｐｕｂｍｅｄ．ｏｒｇ）、ＰｕｂＭｅｄ文献检
索服务系统（网址ｈｔｔｐ：∥ｐｕｂｍｅｄ．ｃｎ／）及ＩＳＩＳ系统。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使用 ＧｏＷｅｂ及 ＰｕｂＭｅｄ归纳研究热点　参考
前期研究，以哮喘机制研究为例，利用 ＧｏＷｅｂ自动生
成高频次名词术语及其年发表分布特征，初步归纳研

究热点，再利用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的相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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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论文年度分布特征来评价初步归纳的研究热点的准

确性，最后对未涵盖在初步归纳的研究热点范围内的

研究内容进一步进行 ＧｏＷｅｂ分析，预测研究发展趋
势［２４］。通过以上步骤归纳出哮喘机制的研究热点主要

集中在免疫学、气道重塑、表观遗传学３大领域。以上
过程由２位从事哮喘研究主治医生以上的临床医学呼
吸内科医师及２位资深医学期刊编辑完成。
１２２　分析国内权威期刊对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的
把握度　使用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呼吸系统国外权威期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关于哮喘机制的文献。检索式为：
Ａｓｔｈｍａ［ＭｅｓｈＴｅｒｍｓ］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期 刊
［ＩＳＳＮ］ＡＮＤ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１，下载题录。呼
吸系统国外权威期刊为期刊引用报告（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ＪＣＲ）２０１４年度影响因子大于 ５的杂志，共 ５
种，其名称及影响因子分别为《ＡｍＪＲｅｓｐＣｒｉｔＣａｒｅ》
（１２．９９６）、《ＬａｎｃｅｔＲｅｓｐｉｒＭｅｄ》（９．６２９）、《Ｔｈｏｒａｘ》
（８．２９０）、《ＥｕｒＲｅｓｐｉｒＪ》（７．６３６）、《Ｃｈｅｓｔ》（７．４８３）。
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哮喘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为评价标准，在 ＩＳＩＳ系统中检索，检索主题词“哮
喘”，下载题录。使用ＰｕｂＭｅｄ检索呼吸系统国内权威
期刊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关于哮喘机制的文献，检索式同国
外权威文献，下载题录。国内权威期刊选定被ＰｕｂＭｅｄ
收录的中华医学会知名期刊３种，即《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内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由２位从事
哮喘研究主治医师以上医师人工阅读题名和摘要理解

文献或项目内容，提炼研究内容，阅读人员先独立判断，

不一致时协商获得一致，计算总发文量／总项目量、发文
占比／项目占比（各研究内容的发文篇数占总发文篇数
的比重／各研究内容的项目数占总项目数的比重），分析

研究内容的总体分布及年度分布特征，总结规律。以呼

吸系统国外权威期刊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标准，

评价国内权威期刊对哮喘机制研究热点的把握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国内期刊对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度
　在 ＰｕｂＭｅｄ中检索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内外权威期
刊关于哮喘机制的文献共８８篇，其中国外权威期刊
２３篇，国内权威期刊６５篇中《中华医学杂志》２５篇、
《中华内科杂志》３篇、《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３７篇；
在ＩＳＩＳ系统中检索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的哮喘机制研究的文献２４８篇。国内外权威期
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热点总体分布特征见

表１。免疫学、气道重塑、表观遗传学为哮喘机制研究
３大热点，三者总发文量占比之和由高到低排列分别
为《中华医学杂志》（９６．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８９．５％）、国外权威期刊（８７．０％）、《中华结核与
呼吸杂志》（７５．７％）。

国外权威期刊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比较，两

者免疫学机制及气道重建发文量或项目数占比基本相

当，国外权威期刊中关于表观遗传学的研究稍多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相比较，国内权威期刊中免疫学机制发文

量占比均＞５０．０％，明显高于国外期刊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而气道重建发文量占比明显低于国外期

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医学杂志》关于表

观遗传学的研究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本相当，

《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未发表表观遗传学相关论文

（《中华内科杂志》因相关文献较少，未纳入统计分析）。

表１　国内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发文量及研究热点总体分布情况　篇（％）

来　源 总发文篇数 免疫学（含炎症） 气道重建 表观遗传学 其他

　国外权威期刊 ２３ １０（４３．５） ７（３０．４） ３（１３．１） ３（１３．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４８ １２６（５０．８） ７６（３０．６） ２０（８．１） ２６（１０．５）
　中华医学杂志 ２５ １８（７２．０） ４（１６．０） ２（８．０） １（４．０）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３７ ２１（５６．８） ７（１８．９） ０（０．０） ９（２４．３）
　中华内科杂志 ３ ２（６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２　国内期刊对研究热点把握度的年度分析　国外
权威期刊文献共２３篇，其中２０１２年及以前，免疫学研
究多于气道重建研究，２０１３年后气道重建文献占比逐
年提高，与免疫学研究基本相当，表观遗传学文献从

２０１１年开始出现（表２）。
在ＩＳＩＳ系统中检索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哮喘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４８项，其中对免疫学与气道重
建研究的资助比构成情况与国外权威期刊基本相当，表

观遗传学研究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出现，２０１２年后对气道重
建及表观遗传学研究项目的资助比均逐年上升（表２）。

《中华医学杂志》文献共２５篇，其中免疫学研究
在哮喘机制研究中占优势，明显多于气道重建研究，气

道重建文献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出现，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占比
分别为３３．３％和２２．２％，表观遗传学文献从２０１３年
开始出现，发展趋势与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基本一致（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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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内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热点年度分布情况　　篇（％）

期刊或基金 免疫学 气道重建 表观遗传学 其他 合计

国外权威期刊 １０（４３．５） ７（３０．４） ３（１３．０） ３（１３．０） ２３（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４（５７．１） ２（２８．６） １（１４．３） ０（０．０） ７（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 ３（３７．５）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 ３（３７．５） ８（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２６（５０．８） ７６（３０．６） ２０（８．１） ２６（１０．５） ２４８（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２４（５１．１） １８（３８．３） １（２．１） ４（８．５） ４７（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 ２９（６３．０） ９（１９．６） ４（８．７） ４（８．７） ４６（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５（４３．１） １７（２９．３） ６（１０．３） １０（１７．２） ５８（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２（４３．１） １６（３１．４） ７（１３．７） ６（１１．８） ５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２６（５６．５） １６（３４．８） ２（４．３） ２（４．３） ４６（１００．０）
中华医学杂志 １８（７２．０） ４（１６．０） ２（８．０） １（４．０） ２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４（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 ５（７１．４） １（１４．３） ０（０．０） １（１４．３） ７（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６（６６．７）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１） 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２（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２１（５６．８） ７（１８．９） ０（０．０） ９（２４．３） ３７（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７（５０．０） ４（２８．６） ０（０．０） ３（２１．４） １４（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 ８（７２．７） ２（１８．２） ０（０．０） １（９．１） １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４（８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１００．０）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文献共３７篇，其中哮喘
机制研究发文量及气道重建文献发文量均逐渐下降，

未检出表观遗传学相关文献，表现为与国外权威期刊

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背离的趋势。

３　讨论

３１　评价医学期刊对研究热点把握度的意义　紧跟
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发表学术影响力高的研究成果，

是提高医学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措施［５］。掌握责任编

辑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将有助于编辑更

好地甄选那些学术影响力更强、创新性更好的研究。

３２　采用ＧｏＷｅｂ、ＰｕｂＭｅｄ及 ＩＳＩＳ系统评价方法的
可行性　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论文发表在众多的医
学期刊上，研究者主要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来获得有

效的研究信息。常用的文献计量学方法主要有 ＭｅＳＨ
主题词分析［６］、数据库分析［７８］（如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Ｍ数据库、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等）、文献
检索系统分析［９］（如 ＰｕｂＭｅｄ、ＣＮＫＩ等）等。采用
ＧｏＷｅｂ、ＰｕｂＭｅｄ及ＩＳＩＳ系统的评价方法，能高效、快捷
地获取研究热点关联术语，有利于医学期刊编辑前瞻性

把握有关领域的研究热点，预测其发展趋势，组织发表

紧跟国际研究热点的高水平的医学科研论文。该方法

操作便捷、易于掌握。我们前期利用该方法，从整体归

纳出哮喘机制的研究热点主要为免疫学发病机制、气道

重塑及表观遗传学３大领域［２］，说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３３　国内权威医学期刊对哮喘研究热点的把握度　
《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结核与呼吸杂

志》均为ＰｕｂＭｅｄ收录的国内权威医学期刊。《中华医
学杂志》为国内综合性最强的医学周刊，报道范围极

为广泛，但大的医学学科及其主要分支仍是其报道的

重点。《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均

为月刊，前者报道内科多学科的内容，后者则相对局限

于结核和呼吸疾病领域。可以说，这３种期刊在呼吸
领域报道的内容基本上能代表国内医学期刊；因此，本

研究选定这３种期刊为研究对象，但因为《中华内科
杂志》文献量较少，最终未纳入对比分析。

发表在学科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往往

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倾向于优

先资助创新性强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发表在

国外权威杂志上的科研论文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所涵盖的学科研究领域代表了学科研究的热点及发展

趋势：因此，本研究以国外权威杂志及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为标准，评价国内权威杂志对哮喘研究热点及

其发展趋势的把握度。

总体对比结果显示，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中，免疫学、气道重建及表观遗传学机制发

文量或项目数占比均较高（均超过７０％），以《中华医
学杂志》最高（９６．０％），其次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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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８９．５％）及国外权威期刊（８７０％），《中华结核与
呼吸杂志》相对较低（７５．７％）。这一结果说明２种国
内权威期刊相比较，《中华医学杂志》对哮喘机制研究

热点把握较好，覆盖率达９６．０％，而《中华结核和呼吸
杂志》观点更多样化，覆盖面更广。

与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相比，

国内权威期刊免疫学机制发文量占比明显较高（均大

于５００％，《中华医学杂志》高达７２．０％），而气道重
建发文量占比明显较低。这一结果提示：国内既往研

究更关注免疫学因素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国外权

威期刊对免疫学与气道重建具有相似的关注度，对气道

重建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关注度高于国内研究，免

疫学与气道重建在哮喘发病机制中可能同样重要。

《中华医学杂志》关于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发文量

占比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本相当，稍低于国外

权威期刊；《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未发表表观遗传学

相关论文。

年度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绝大多数均集中在免疫学、气道

重建及表观遗传学；免疫学研究２０１２年前多于气道重
建研究，但气道重建文献占比逐年提高，２０１３年开始
与免疫学基本相当；表观遗传学文献均从２０１１年开始
出现；２０１２年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气道重建及表
观遗传学项目的资助比均逐年上升。发表于《中华医

学杂志》的免疫学研究在哮喘机制研究中占更大的优

势，明显多于气道重建研究；气道重建文献从２０１２年
开始出现，２０１３和 ２０１４年占比分别为 ３３．３％和
２２２％；表观遗传学文献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出现。这说明
与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相比，《中

华医学杂志》对哮喘机制研究热点的把握也较好，发

展趋势与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致。

综合２种国内权威期刊相比较，《中华医学杂志》
总发文量略少于《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但热点覆盖

率高于《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研究热点年度分布特

征分析显示，《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发文量逐年下

降，尽管气道重建文献２０１１即在该杂志发表，但哮喘
机制研究发文量及气道重建文献发文比均逐渐下降，

未检出表观遗传学相关文献，表现为与国外权威期刊

相背离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纳入的期刊文

献量及热点文献量不多，结果只是显示一种现象或大

体趋势，所得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

４　结束语

　　利用ＧｏＷｅｂ对科技期刊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
有利于医学期刊及其编辑把握有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及

其发展趋势，组织发表紧跟国际研究热点的高水平的

医学科研论文。国外权威期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往往代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国内研究要更重

视对哮喘气道重建和表观遗传学机制的研究。如果能

将表观遗传学与免疫学和气道重建相结合，极有可能

成为哮喘机制研究的新热点，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或成为国家级课题创新性的来源。考虑到从科学研究

到论文发表的滞后性，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在哮喘机

制研究领域会有更多的表观遗传学与免疫学和气道重

建相结合的文献发表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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