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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掌握国内面神经麻痹相关研究现状，为未来神经内科医生深入研究该疾病提供借鉴，研判未来发

展趋势。方法：在CNKI中检索有关“面神经麻痹”、发表时间段为199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
的学术文献，对其被引用文献量、发表年份、载文期刊、文献作者、作者机构、关键词、基金类别情况

进行统计数据分析。结果：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共检索出高被引文献197篇，文献来源于91种期刊，总

载文比2.165；涉及文章作者431人、署名468人次，大部分人署名1次，累计合作122篇，总合作率61.93%；

共涉及机构181个，核心发文机构文献数 ≥ 3篇，共14个，涉及文献65篇，占高被引文献32.99%，其

中中国医学院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是面神经麻痹研究来源最多的机构；共涉及关键词

385个，728次，篇均关键词3.70个；上述高被引文献获基金支持的共11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最多。结论：近年来面神经麻痹相关研究越来越少，该疾病需要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为

后期深入研究面瘫的机制和治疗方法提供相应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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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facial palsy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ref-
erence for future neurologists to further study the disease, and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trend. Methods: Academic literatures about “facial palsy” published on January 1, 1997 sols-
tice on December 31, 2007 were retrieved from CNKI, and statistical data were analyzed on the 
number of cited literatures, publication year, journal, authors, author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fund categories. Results: A total of 197 highly cited references were retrieved by bibliometrics, 
which were from 91 journals, with a total citation ratio of 2.165. There were 431 authors and 468 
people signed the articles, most of whom signed the articles once. The total cooperation was 122 
articles, and the total cooperation rate was 61.93%. A total of 181 institutions were involved, 14 of 
which were involved in 65 literatures, accounting for 32.99% of the literatures with high citation 
frequency.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was the institution with the largest source of research on 
facial palsy. A total of 385 keywords were involved, 728 times, with an average of 3.70 keywords. 
Among the above cited literatures, 11 were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studies on facial palsy. The 
disease need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more experts and scholars, so as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data support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treatment of facial paralysis in the late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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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神经麻痹是一种引起患者面部肌肉和运动系统功能完全丧失的一种疾病，又称面瘫，是一种常见

病与多发病，其发生率为 1/500。在国内，面瘫患者初诊时由于就诊的科室不同，多种类型科室治疗都会

针对接诊患者处理，但因对患者病情诊断片段和治疗评价方法及认识程度不足，处理方式单一，特别是

一些重症的患者面颊部神经轻度麻痹，由于很多发病初期患者未能充分治疗消炎，致使后期康复治疗棘

手，收效相对低微。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面神经麻痹发病率的升高、治疗方法的进步，关于面神

经麻痹文献相关研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本文对国内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运用

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文献特征，有助于掌握面神经麻痹相关研究现状，研判未来发展趋势。 

2. 材料与方法 

1) 文献检索获取自中国国际学术期刊文献全文检索数据库(CNKI)，于 2019 年 11 月 24 日，用高级

程序检索，检索全文主题 = “面神经麻痹”、发表截止时间段为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的学术文献[1]-[197]。 
2) 高被引用文献频次确定的方法是借用普赖斯定律用来确定中国核心文献机构，被引文献频次系数

n = 0.749√ηmax 以上的被引文献为高被引频次文献。其中 ηmax 为最高被引文献频次。其中 ηmax =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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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12.58，即被引频次 ≥ 13 的文献为高被引文献。 
3) 手工收集数据。交叉编辑重复和剔除一稿多投的所引文献，只选择保留被选所引论文频次分数最

高者，并入其他相应项目剔除所引文献的被选所引论文频次。将所选期刊项目名称、发表期刊年份、作

者姓名、单位、关键词以及基金项目名称、被选所引文献频次分别输入数字 WPS2019，2 人小组校对准

确无误后进行统计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一般结果 

CNKI 包含 1997~2007 年的早期面神经麻痹相关文献 3704 篇。其中，被引用文献 1704 篇，占 46.00%，

高被录或引用文献 197 篇，占总被引文献 5.32%、总被录或引被录文献 11.56%。剔除文献一稿多投文献

0 篇，纳入文献统计 197 篇，累计被录或引 5258 次，篇均被录或引 26.69 次。其中，158 篇被引 13~32
次，占 80.20%；24 篇被引 33~52 次，占 12.18%；8 篇被引 53~72 次，占 4.06%；4 篇被引 73~92 次，占

2.03%；1 篇被引 93~112 次，占 0.51%；0 篇被引 113~192 次；2 篇被引 ≥193 次，占 1.02%。 

3.2. 发表年份 

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最早见于 1997 年，1997~2004 年缓慢增长出现第一个高峰，年均增长 3.57 篇；

2004~2007 年曲线先下降后上升达到第二高峰，年均增长 3 篇，之后再逐渐下降。见图 1。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references for CNKI facial palsy 
图 1. CNKI 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年度分布 

3.3. 载文期刊 

197 篇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来自 91 种期刊，总载文比 2.165。表 1 显示，《针灸临床杂志》、《中

国针灸》、《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上海针灸杂志》、《中国临床康复》的文献数、总被引

频次依次居前 5 位，《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中国针灸》、《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中医药学报》、《辽宁中医杂志》篇均被引频次依次居前 5 位，《针灸临床杂志》、《中国针灸》、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上海针灸杂志》、《中国临床康复》共载文 74 篇、累计被引 2621
次，占高被引文献 37.56%、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 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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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and average citation fre-
quency of CNKI facial palsy 
表 1. CNKI 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数量、总被引频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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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临床杂志 29 1 682 2 23.52 6 

中国针灸 25 2 1066 1 42.64 2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9 3 368 3 40.89 3 

上海针灸杂志 8 4 185 5 23.13 7 

中国临床康复 6 5 119 6 19.83 8 

辽宁中医杂志 4 6 95 7 23.75 5 

中医外治杂志 4 6 70 9 17.5 13 

中医药学报 3 7 78 8 26 4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3 7 320 4 106.67 1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3 7 52 14 17.33 14 

中国中医急症 3 7 55 12 18.33 11 

中国康复 3 7 53 13 17.67 12 

陕西中医 3 7 50 15 16.67 15 

江西中医药 3 7 56 11 18.67 10 

临床耳鼻咽喉科杂志 3 7 58 10 19.33 9 

3.4. 文献作者 

文献引用作者 197 篇作者面临脑神经系统麻痹高被收录引用的文献作者涉及文章作者 431 人、署名

468 人次。其中，署名 4 次、5 次、6 次各 1 人，署名 3 次 6 人，署名 2 次 20 人，署名 1 次 404 人。独

撰 75 篇，占 38.07%；2 人单独合作 53 篇，占 26.90%；3 人单独合作 33 篇，占 16.75%；4 人单独合作

16 篇，占 8.12%；5 人单独合作 9 篇，占 4.57%；6 人单独合作 3 篇，占 1.52%；7 人单独合作 3 篇，占

1.52%；8 人合作 1 篇，占 0.51%；9 人合作 1 篇，占 0.51%；10 人合作 1 篇，占 0.51%；12 人合作 1 篇，

占 0.51%。累计合作 122 篇，总合作率 61.93%。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authors of CNKI facial paralysis 
表 2. CNKI 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作者分布 

署名 作者姓名 

6 高志强 

5 王敏 

4 迟放鲁 

3 张敏、杨万章、王声强、刘稳、李瑛、李宁 

2 倪道凤、王燕、王子臣、王正敏、谢文霞、杨仕明 

 杨伟炎、叶天申、白亚平、蔡慧敏、高峻峰、葛兆希 

 郭绮云、韩东一、胡玲香、李常度、李予鲁、梁繁荣、吴芳 

1 N Julian Holland、安红梅、卞勇、曹辉、曹莉、陈杰、陈兵 

 陈道文、陈剑明、陈江云、曹克丽、陈亮、陈林峰、陈麟、付戈 

 高汉义、高洪泉、高泉、高淑红、高小爱、高晓静、耿宏、龚彪 

 葛继魁、葛书翰、宫子超、龚金海、苟春雁、袁虎、孙应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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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作者机构  

剔除机构不详的文献 1 篇，将 n 人合作的文献每人计 1/n 篇、大学附属医院的文献计入相应大学、

并校前的文献计入并校后相应大学、机构更名前的文献计入更名后机构，大学附属医院的文献计入相应

大学，197 篇面神经麻痹的高被引文献共涉及机构 181 个。其中医院 103 个(56.9%)、院校 57 个(31.5%)，
其他 21 个(11.6%)。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发文机构文献数 ≥ 3 篇，共 14 个，涉及文献 65 篇，占高被

引文献 32.99%。署有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天津中医学院的

文献数居前 3 位。依次为 8 篇、6 篇、6 篇。见表 3。 
 
Table 3. Core authors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on CNKI facial palsy 
表 3. CNKI 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的核心发文机构 

机构名称 署名文献数 折合文献数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 
8 7.5 

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 6 6 

天津中医学院 6 5.08 

成都中医药大学 5 4.33 

广州中医药大学 5 5 

南京医科大学 5 5 

复旦大学 5 5 

重庆医科大学 4 3.33 

西川大学华西医院 4 2.5 

陕西省针灸研究所 4 3.66 

解放军总医院 4 3 

河南中医学院 3 2.33 

海军总医院 3 2.5 

温州医学院 3 3 

上海中医药大学 2 2 

3.6. 关键词 

197 篇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列有关键词 1~14 个，共涉及关键词 385 个，728 次，篇均关键词 3.70
个。关键词“面瘫”、“面神经麻痹”、“针灸”、“针刺”、“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周围性面瘫”、

“电针”“中医药疗法”、“穴位注射”、“治疗时机”的使用频次居前 10 位。见表 4。 
 
Table 4. Keywords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references in CNKI facial palsy 
表 4. CNKI 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面瘫 82 电针 14 

面神经麻痹 79 中医药疗法 6 

针灸疗法 37 周围性面瘫 6 

针刺疗法 31 穴位注射 5 

周围性面神经麻痹 22 治疗时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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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金类别  

在 197 篇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中，获基金支持的文献共 11 篇，占 5.58%，累计 12 项次，篇均 1.09
项次。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次、广东省科技计划课题 4 项次、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 3
项次、首都医学发展基金 3 项次、其余基金项目均为 1 项次。见表 5。 
 
Table 5. Funds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CNKI facial palsy 
表 5. CNKI 面神经麻痹高被引文献基金分布 

基金项目 篇数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 3 

省级基金 3 

上海中医药大学后备业务专家培养计划基金资助 1 

科技部科研院所社会公益项目 1 

基金项目 

延安市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专项项目(2018CGZ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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