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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我国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剂量特征。方法：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2010~2020年的难治性癫痫文献，参照普赖斯定律确定高被引文献，用Excel 2007统计分析被引、年份、

期刊、作者、单位、关键词、基金。结果：检出高被引文献321篇，纳入统计200篇，累计被引2318次，

篇均被引11.59次；文献数自2010年开始上升，至峰值29篇后又迅速下降为2018年的3篇；文献来自129
种期刊，其中《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实用医学杂志》稳居文献数、总

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第一名，文献涉及作者362人、署名404次。累计合作164篇，总合作率82%，

作者黄小波、陈文强、李玲的署名数依次居前3名；作者机构涉及179个，其中医院108个(54%)、院校

49个(24.5%)，最高产发文机构为首都医科大学，涉及文献13篇。署有首都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文献数居前4位。共涉及关键词330个，787次，篇均关键词3.94个。200篇文献获

基金支持的文献共66篇，占33%，累计86项次，篇均1.30项次。结论：CNKI数据库难治性癫痫高被

引文献展现出以《中华眼科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实用医

学杂志》为权威期刊、以医院为核心发文机构、以难治性癫痫主要研究对象、以省部级以上项目为主

要资助基金的特征，形成了黄小波、陈文强、李玲等为代表的核心团队，但关键词使用不够规范，资

助资金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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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o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n my country. Methods: Search th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CNKI) 2010~2020 
of refractory epilepsy literature, refer to Price’s law to determine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use 
Excel 2007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cited, year, journal, author, unit, keywords, funds. Results: 
321 highly cited documents were detected and 200 were included in the statistics. The total num-
ber of citations was 2318, with an average of 11.59 citations;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began to 
rise in 2010, and after reaching a peak of 29, it quickly dropped to 3 in 2018. Articles came from 
129 journals, among which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Pediatric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Neurosurgery”,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ranked first in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the total 
frequency of cit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articles cited. The literature involved 362 authors and 
404 signatures. A total of 164 articles have been cooperated, with a total cooperation rate of 82%. 
The authors Huang Xiaobo, Chen Wenqiang, and Li Ling ranked the top 3 in the number of signa-
tures; the authors involved 179 institutions, including 108 hospitals (54%) and 49 colleges 
(24.5%). The most productive publishing institution i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involving 13 
documents. It has th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Zhengzhou University in the top 4 in terms of literature. A total of 330 keywords were in-
volved, 787 times, with an average of 3.94 keywords. A total of 66 articles of 200 articles were 
supported by the fund, accounting for 33%, with 86 articles in total, with an average of 1.30 ar-
ticles. Conclusion: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n the CNKI database showed 
that “Chi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Pediatrics”, “Chinese Jour-
nal of Clinical Neurosurgery”,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were authoritative journals, and 
hospitals were the core. The organization,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refractory epileps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funding fund for projects above the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 
have formed a core team represented by Huang Xiaobo, Chen Wenqiang, and Li Ling, but the use of 
keywords is not standardized enough, and the funding is relatively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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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癫痫是常见的神经科疾病之一。国内文献多局限在难治性癫痫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防康复等方

面，暂时没有对文献本身特征进行的相关研究。一般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文献的一些特征，可

以有助于了解并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并且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

因此，本文旨对国内难治性癫痫相关的高被引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2. 文献和方法 

2.1. 文献的检索与获取 

选取的数据库为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于 2019 年 11 月 24 日，采用高级检索，检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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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难治性癫痫”，发表时间为 2010 年至 2020 年的文献。 

2.2. 高被引文献的确定 

采用普赖斯定律[1]的方法，将被引频次数 max0.749N η= 以上的文献确定为高被引文献。其中 ηmax

是指最高的一个被引频次，结果得出 ηmax = 42，N = 4.85，N 取整数，从而被引频次 ≥ 5 的文献被确定为

是高被引文献。 

2.3. 指标和统计 

去处那些交叉重复的和一稿多投的文献，仅保留被引频次 N 最高的，然后并入到相应剔除文献的被

引频次中。把期刊的名称以及发表的年份，作者的姓名和作者的单位，关键词以及基金的名称，还有被

引频次等顺序输入到 Excel 2007 中，校对信息无误后，然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3. 结果 

3.1. 一般的结果 

CNKI 之中包含有 2010~2020 年的难治性癫痫的相关的文献总共有 3060 篇。其中高被引的文献有 321
篇，约占总文献数的 10.5%。纳入统计 200 篇[2]-[201]，累计被引 2318 次，篇均被引 11.59 次。其中，

20 篇被引 21~42 次，占 10%；75 篇被引 11~20 次，占 37.5%；105 篇被引 5~10 次，占 52.5%。 

3.2. 发表年份 

难治性癫痫的高被引文献最早出现于 2010 年，2010 年~2016 年呈波动上升，年均 25.7 篇。2011 年与 2016
年高被引篇数最多，为 29 篇。2016 年至峰值 29 篇后迅速下降为 2018 年的 3 篇，年均有 16.3 篇。见图 1。 
 

 
Figure 1. The relevant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n CNKI 
图 1. CNKI 中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相关年度分布 

3.3. 载文的期刊 

CNKI 中这 200 篇难治性癫痫的高被引文献一共来自 129 种期刊，总的载文比为 1.55。表 1 显示了《中

国实用儿科杂志》以及《实用医学杂志》，还有《山东医药》以及《临床神经病学杂志》，《中国临床

神经外科杂志》和《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中国全科医学》与《河北医学》，《中风与神经疾

病杂志》以及《中华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还有《第三军医大学学报》这些杂志的文献数居于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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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与《山东医药》，《中华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以及《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实用医学杂志》这些期刊总的被引频次居于前 5 位；《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与《中华临床医学杂志(电
子版)》，《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与《山东医药》，还有《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这些期刊的篇均被引的

频次居于前 5 位。其中，《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和《实用医学杂志》、《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以及

《山东医药》，还有《临床神经病学杂志》这些期刊总共载文 32 篇，累计被引了有 389 次，占高被引文

献数的 16%，占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的 16.78%。详情见表 1。 
 
Table 1. The number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the frequency of total cita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with the fre-
quency of citations for intractable epilepsy in CNKI 
表 1. CNKI 中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数量、总被引的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的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文献 总被引 篇均被引 

数量 排名 频次 排名 频次 排名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10 1 156 1 15.6 3 

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 6 2 54 6 9 9 

实用医学杂志 6 2 57 5 9.5 7 

山东医药 5 3 76 2 15.2 4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 5 3 46 7 9.2 8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 4 4 39 8 9.75 6 

中国全科医学 4 4 34 9 8.5 10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4 4 75 3 18.75 2 

河北医学 3 5 25 10 8.4 11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3 5 39 8 13 5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3 5 63 4 21 1 

3.4. 文献的作者 

这 200 篇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所涉及的作者一共有 362 人、署名次数 404 次。其中署名 4 次的有

3 个人，署名 3 次的有 4 个人，署名 2 次的有 25 人，署名 1 次的有 330 人。独撰的有 36 篇，占 18%；2
人合作 44 篇，占 22%；3 人合作 28 篇，占 14%；4 人合作 17 篇，占 8.5%；5 人以上合作 75 篇，占 37.5%。

累计合作 164 篇，总合作率 82%。见表 2。 
 
Table 2. Analysis of relevant authors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n CNKI 
表 2. CNKI 中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相关作者分析 

署名数 作者姓名 

4 黄小波 陈文强 李龄   
3 刘金民 谢祎 史国军 张国君  
2 鲍勇 杜念念 傅先明 何永芳 刘泰 

 黄德庆 黄海珍 李福英 刘焕光 齐秀彦 

 钟水生 舒凯 赵伶燕 孙学起 王晋朝 

 田军彪 王宁群 王小燕 王旭敏 吴德 

 杨岸超 杨卫东 于林 于云红 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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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作者的机构 

把 n 个人合作的文献，每个人可计为 1/n 篇，大学附属医院的文献可计入相应的大学，得出 CNKI
中 200 篇难治性癫痫的高被引文献一共涉及的机构数为 179 个。其中医院有 108 个(54%)、院校共 49 个

(24.5%)，其他的有 22 个(11%)。最高发文机构显示的是首都医科大学，涉及的文献共有 13 篇。根据普

赖斯定律，得出核心发文机构的文献数 ≥ 3 篇，共有 11 个，涉及的文献一共有 59 篇，占高被引文献数

的 29.5%。署有首都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文献数居前 4 位。依次为 13 篇、8
篇、7 篇、5 篇。见表 3。 
 
Table 3. Related cor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of highly cited documents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n CNKI 
表 3. CNKI 中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相关核心发文机构 

机构的名称 署名文献数 折合的文献数 

首都医科大学 13 5.01 

南方医科大学 8 5.02 

北京大学 7 4.08 

郑州大学 5 1.56 

复旦大学 4 1.49 

山西医科大学 4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4 2.08 

安徽医科大学 4 1.07 

天津中医药大学 4 2.29 

山东大学 3 2 

重庆医科大学 3 2.17 

3.6. 关键词 

200 篇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中列有的关键词为 1~12 个，共涉及的关键词有 330 个，引用 787 次，

篇均关键词为 3.94 个。关键词中“难治性癫痫”、“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癫痫”、“左乙拉西坦”、

“生酮饮食”、“丙戊酸钠”、“儿童”、“拉莫三嗪”、“脑电图”、“托吡酯”的使用频次位居前

10 位。见表 4。 
 
Table 4. Keyword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n CNKI 
表 4. CNKI 中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难治性癫痫 123 生酮饮食 11 

癫痫 29 拉莫三嗪 11 

左乙拉西坦 28 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 10 

丙戊酸钠 22 脑电图 10 

儿童 21 托吡酯 10 

3.7. 基金类别 

在这 200 篇难治性癫痫的相关高被引文献中，获得基金支持的文献数一共有 66 篇，占比为 33%，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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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一共为 86 项次，篇均一共为 1.30 项次。其中，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有 10 项次，而属于

广东省科技计划课题的有 4 项次，属于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的有 3 项次，属于首都医学发展基金有 3
项次，其余的基金项目均为 1 项次。可见表 5。 
 

Table 5. Fund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fractory epilepsy in CNKI 
表 5. CNKI 中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基金分布 

基金名称 项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0471542) 10 

广东省科技计划课题(2008B080701028) 4 

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JJ 2009-036, JJ 2011-022, QN2014-10) 3 

首都医学发展基金(No.SF-2007-III-18) 3 

4. 讨论 

评价一篇文献的价值及判断该文献领域的一个研究趋势相当的重要，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加重要。目

前可知一篇文献被引的频次越高，说明学术价值越高；文献的关键词、作者群及年度分布情况等特征变

化，可从不同角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的研究趋势。本研究通过借用普赖斯定律，对 CNKI 中高

被引文献进行分析，想更加准确地表明文献的价值及研究的趋势，结果显示难治性癫痫的高被引文献数

占总文献数的 10.5%，篇均被引了 11.59 次，说明借用普赖斯定律来定高被引文献的方法可行。 
难治性癫痫是神经科常见的一类比较棘手的反复发作性疾病，但本研究显示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

2011~2016 年增幅最快，后逐渐下降至 2018 年的 3 篇，这说明，近几年关于难治性癫痫的研究目前已经

陷入瓶颈，需要新的突破。在找到新的突破口之前，关于难治性癫痫的研究将逐渐趋冷，每年新增的相

关文献将逐年减少。 
高被引文献被收录的期刊和期刊的种类，以及期刊的数量不仅能够全方位地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而且还可以反映该文献所研究领域的大致趋势。当然，期刊中收录的高被引文献数量越多，越能够说明

其学术影响力高，文献研究被越多的一些专业期刊收录，则能够说明该文献研究领域范围越宽。本研究

表明，总载文比 1.55，形成了以《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实用医学杂志》

为代表的权威期刊，难治性癫痫仍是研究的热点领域。 
本研究显示，难治性癫痫的高被引文献一共涉及的作者有 362 人、署名次数为 404 次。累计合作 164

篇，总合作率 82%，作者黄小波、陈文强、李玲的署名数依次位居于前 3 名，这说明难治性癫痫的研究

通常是由团队合作所完成的，而且本研究得出难治性癫痫目前已经形成以黄小波、李玲、陈文强等人为

代表的的核心团队。本研究还表明，CNKI 中难治性癫痫的高被引文献所涉及的作者机构总共有 179 个，

其中医院有 108 个(54%)、院校有 49 个(24.5%)，最高产文机构为首都医科大学，涉及文献共 13 篇。署

有首都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文献数居前 4 位。形成了以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大学、南方医科大学、郑州大学等为代表的核心研究机构。 
关键词的数量以及频次通常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变化趋势、集中程度、宽窄程度还有成果标书的

规范程度。本研究表明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关键词为 1~12 个，共涉及的关键词有 330 个，共 787 次，

篇均关键词为 3.94 个。这说明难治性癫痫研究的可能领域较宽，但是关键词的使用不够规范。使用频次

居于前 10 位的关键词中同时出现了“难治性癫痫”、“左乙拉西坦”、“癫痫”、“丙戊酸钠”，说明

关键词使用不规范的问题较明显。“左乙拉西坦”位列关键词使用频次第 3 位，说明左乙拉西坦是难治

性癫痫研究热点领域之一的结论。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1.111008


杜苗 
 

 

DOI: 10.12677/acm.2021.111008 55 临床医学进展 
 

除此之外，本研究表明难治性癫痫高被引文献的科研项目支持率仅为 33%，说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缺乏科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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