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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检索我国脑卒中高被引文献的计量特征。方法：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2009年1月
1日~2018年12月31日的脑卒中文献，参照普赖斯定律确定高被引文献，用Excel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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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篇；文献数自2009年开始上升至

2001年达峰值55篇从2012年发表份数趋于下降趋势；文献分布在88种期刊，其中《中华护理杂志》论

文总数居第一，《中华高血压杂志》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均居第一；文献作者共73人、署886名
次，总合作率87.21%，作者王文、霍勇、陈伟和王陇德署名数依次居前3位；作者机构362个，其中医院

占77.35%，20个核心发文机构中院校占75%，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3个单位依次居署名文献数、折合文献数前3位；涉及关键词490个、980次，“脑卒中”、“缺

血性脑卒中”、“卒中”、“脑血管意外”、“高血压”的使用频次居前5位；86篇文献获基金121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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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bibl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y-cited papers on Stroke in China.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m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1.117473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1.117473
http://www.hanspub.org


刘雅 等 
 

 

DOI: 10.12677/acm.2021.117473 3261 临床医学进展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ure (CNKI) for pub-
lished studies on Stroke from January 1 2009 to December 31, 2018, and identified highly cited 
papers according to the Price law. Using Excel 2010, we analyzed the frequency and years of being 
cited, the cited journal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grants. Results: Totally, 219 pa-
pers on Stroke were identified as highly cited ones. The number of the published studi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2009, reaching the peak (55 papers) in 2012 and followed by a gradual drop. The 
papers retrieved were published in 88 journals, among which, the total number of papers in “Chi-
nese Journal of Nursing” ranked first, and “Chinese Journal of Hypertehsion” total cited and articles 
were cited first; these papers were written by 73 authors, signed 886 person-times, with a total 
co-authoring rate of 87.21% and with Wang Wen, Huo Yong, Chen Wei and Wang Longde as the top 
three authors according to the person-times of being cited; the authors were from 362 institutions, 
including hospitals (77.35%), and academies and universities accounted for 75% of the 20 key in-
stitutions, First Hospital of Peking University, Fuwai Cardiovascular Hospit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ranked the top 3 units of signed documents and 
documents; a total of 490 keywords were identified, used 980 times, with “stroke”, “ischemic cere-
brovascular disease”, “apoplexy”,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and “hypertension” as the first 5 in the 
frequency of use. 86 documents received 121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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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卒中(Stroke)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可导致严重的长期残疾和死亡，并且发病率趋于年轻化

[1]-[10]。目前关于脑卒中的发病机制、诊断比较明确，其治疗、预防，尤其是早期中西医的康复治疗成

为了研究的热点，卒中后抑郁与情绪的改变的相关研究也备受关注[11]-[19]。但是对于脑卒中后溶栓及机

械取栓后术后管理，尤其是血压管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不仅能够分析文献特

征，还能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明确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对国内脑卒中高被引文献进行了计

量分析。 

2. 文献与方法 

2.1. 文献获取 

我们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用精确匹配的方法，在 2019 年新版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检索篇名或主题词为“脑卒中”，发表时间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所有文

献。 

2.2. 高被引文献确定 

使用普赖斯定律确定，符合核心机构的被引频次 N 0.749 ηmax= 以上的文献为高被引文献。其中

ηmax为最高被引频次，本文检索 ηmax = 6181，N = 59，因此所检索的文献被引频次 ≥ 59 的为脑卒中高

被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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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标及统计 

为了提高准确率，对存在交叉重复和一稿多投的文献，只保留被引频次最高者，并入相应剔除文献

的被引频次。使用 Excel 2010，依次统计分析期刊名称、发表年份、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关键词、基

金名称、被引频次。 

3. 结果 

3.1. 一般结果 

检索出 2019 年新版 CNKI 中含 2009~2018 年的脑卒中文献共 70593 篇。其中，被引文献共 2659 篇，

占3.77%，总被引233538次，篇均被引162.03次；高被引文献219篇，占总文献0.31%、总被引文献0.676%。 
剔除一稿多投文献 3 篇，纳入统计 435 篇，累计被引 33538 次，占总被引 52.46%；篇均被引 30.42

次。其中，92 篇被引 59~78 次，占 42%；51 篇被引 79~98 次，占 23.29%；15 篇被引 ≥ 229 次，占 6.85%；

55 篇被引 100~200 次，占 26.49%，3 篇被引 209~228 次，占 1.37%；15 篇被引 ≥ 229 次，占 6.85%。 

 

 
Figure 1. Ann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with high citations for CNKI 
stroke 
图 1. CNKI 脑卒中高被引文献年度分析 

3.2. 发表年份 

所选取的检索年份中，脑卒中高被引于 2009~2012 年曲线增长，年均 27 篇；2002~2014 年曲线先下

降又上升，年均 29.67 篇；2014 年至 2016 年逐渐下降至 24，到 2017 年迅速下降至 4 篇，年均 5.25 篇；

2018 年为 5 篇。见图 1。 

3.3. 载文期刊 

检索出 219 篇高被引缺血性卒中文献来自于 88 种期刊。《中华护理杂志》居最高被引文献数首位，

其次是《中国康复医学杂志》，总载文比 2.49。分析表 1，《中华高血压杂志》和《中国全科医学》载

文比位于第三，《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和《中国针灸》并列第四，《护士进修杂志》位于第五；

《中华高血压杂志》居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首位，《中国循环杂志》《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护理学杂志》《中国全科医学》的篇均被引频次仅次于《中华高血压杂志》。其中，《中华护理杂志》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全科医学》《中华高血压杂志》和《中国针灸》共载文 65 篇，总共被引

16,053 次，占高被引文献 29.68%、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 47.69%。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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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and average citation frequency of CNKI stroke lite-
ratures with high citation frequency 
表 1. CNKI 脑卒中高被引文献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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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篇被引 

数量 排名  频次 排名  频次 排名 

中华护理杂志 25 1  3633 2  145.32 6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14 2  1774 6  124.57 7 

中国全科医学 9 3  1930 5  214.44 5 

中华高血压杂志 9 3  8175 1  908.33 1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8 4  2074 4  259.25 3 

护理学杂志 4 6  968 7  242 4 

护士进修杂志 8 4  613 10  76.63 11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 3 7  226 13  75.33 12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3 7  251 12  83.67 10 

中国老年学杂志 7 5  701 9  100.14 8 

中国循环杂志 8 4  3237 3  404.63 2 

中国针灸 8 4  571 11  71.38 13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9 3  866 8  96.22 9 
 

3.4. 文献作者 

检索出脑卒中高被引文献 219篇，涉及作者 73人，署名 886人次。累计合作 191篇，总合作率 87.21%。

其中，署名 4 次 2 人，署名 3 次 5 人，署名 2 次 28 人，署名 1 次 697 人。独自撰写 28 篇，占 12.79%；

2 人合作 30 篇，占 13.7%；3 人合作 34 篇，占 15.53%；4 人合作 47 篇，占 21.46%；5 人合作 80 篇，占

36.53%。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with high citations for CNKI stroke 
表 2. CNKI 脑卒中高被引文献作者分布 

署名数 作者姓名 

9 王文 

5 霍勇 

4 陈伟、王陇德 

3 戎艳琴、吴兆苏、刘华玲、万丽红 

2 黄如训、黄从新、高润霖、陈红霞、陈善佳、陈光亮、钱春荣、 

 郭园丽、赵雪萍、谢仁明、刘继晗、薛晓玲、董强、胡永善等 

3.5. 作者机构 

检索出的 219 篇的高被引脑卒中文献共涉及机构 362 个。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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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统计。共涉及医院 280 个，占 77.35%为最高比；院校 57 个，占 15.75%；科研院 16 个，占 4.42%；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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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 3 个，占 0.83%；修订委员会 8 个，占 2.21%；专家共识组 1 个，占 0.28%。其中，最高产发文机

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共 22 篇。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发文机构文献数 ≥ 3.51 篇，

共 20 个，折合发文 110.43 篇，涉及文献 114 篇，占高被引文献 49.78%。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折合文献数

居首位，此院校对于脑卒中方向相对比较特长。 
署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的文献数居前 5
位，依次为 9 篇、11 篇、7 篇、6 篇、6 篇、6 篇、6 篇、6 篇、6 篇、6 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复旦大学的折合文献数居前 5 位，依次

为 10.54 篇、8.73 篇、8.01 篇、5.95 篇、5.30 篇。见表 3。 
 

Table 3. Cor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highly cited CNKI stroke literatures 
表 3. CNKI 脑卒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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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 署名文献数 折合文献数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9 8.73 郑州大学 5 4.41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 10.54 北京安贞医院 5 2.96 

首都医科大学 9 8.01 安徽医科大学 6 5.26 

浙江大学 7 5.20 中国医科大学 5 4.51 

复旦大学 6 5.30 中国医学科学院 5 4.6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 4.87 内蒙古医科大学 4 3.53 

南京医科大学 6 3.63 温州医科大学 4 3.82 

西安交通大学 6 5.05 重庆医科大学 4 3.35 

哈尔滨医科大学 6 5.95 宁夏医科大学 4 3.02 

天津医科大学 6 5.22 第三军医大学 3 2.33 

3.6. 关键词 

检索出高被引脑卒中文献 219 篇中均列有关键词 1~22 个，共涉及关键词 490 个、980 次。其中篇均

关键词 2.24 个。使用有 2 个、3 个、4 个、5 个、6 个、7 个、8 个、9 个、11 个、12 个、13 个、15 个、

16 个、17 个、22 个关键词的文献，分别有 2 篇、3 篇、3 篇、42 篇、7 篇、57 篇、3 篇、50 篇、16 篇、

17 篇、6 篇、7 篇、3 篇、2 篇、1 篇，依次 0.46%、0.91%、1.37%、0.32%、2.74%、7.76%、22.83%、

1.37%、26.02%、3.20%、19.18%、1.37%、1.37%、0.91%。关键词“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卒

中”、“脑血管意外”、“高血压”、“脑梗死”、“危险因素”、“偏瘫”、“延续性护理”的使用

频次居前 9 位。见表 4。 
 

Table 4. Key words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CNKI stroke references 
表 4. CNKI 脑卒中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脑卒中 100 脑缺血 6 患者 4 

缺血性脑卒中 23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6 患病率 4 

卒中 20 脑卒中患者 5 心房颤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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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脑血管意外 18 流行病学 5 康复护理 4 

高血压 17 心血管病 5 冠心病 4 

脑梗死 15 康复 5 针刺 3 

危险因素 11 吞咽障碍 5 运动想象疗法 3 

偏瘫 10 同型半胱氨酸 5 脑卒中后 3 

延续性护理 9 高血压防治 4 抑郁 3 

健康行为 8 认知障碍 4 急性脑梗死 3 

延续护理 7 脑卒中后抑郁 4 心血管意外 3 

3.7. 基金类别 

在 219 篇脑卒中高被引文献中，获得基金支持的文献共 86 篇，占 10.96%；累计基金 121 项次，篇

均 1.41 项次。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 项次、“十二五”国家支撑项目 5 项次、“十一五”国家

支撑项目 3 项次、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1 项次、国家重点专科项目 2 项次、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项目 3 项次、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5 项次、省卫生局科学基金项目 3 项次、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中

医康复临床规范和评价研究 2 项次、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 2 项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 3 项

次、省级基金 31 项次、校级基金 3 项次。 

4. 讨论 

根据研究结果认为，文献被引频次越高，其具有的学术价值越高。根据发文量，2012 年开始呈现下

降趋势，可以反映出我国在脑卒中的预防、中西医联合诊治、后期的康复有很大的成绩，但是对于急性

脑卒中关于溶栓、桥接和取栓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尤其是取栓术后的管理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评估。

高被引文献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居前 5 位的期刊包含了 10 种，关于脑卒中高被引期刊相对

比较宽，《中华护理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居高被引文献数首位，《中华高血压杂志》居被引频

次首位，对于脑卒中是相对比较权威的期刊，可以反映出杂志的价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表明护理和康

复对于脑卒中患者愈后的重要性，很受大家关注，也是未来研究的热点。研究显示，脑卒中文献作者共

73 人，总合作率 87.21%，且有以王文、霍勇、陈伟和王陇德署为代表的团队形成，期待脑卒中方向取得

进一步的进展；发文数医院占 77.35%，该领率研究以医院和院校为核心，医院整体水平略高于院校，更

说明这是一门实用学科。关键词的数量和频次可反映在该领域的规范程度以及变化趋势。表 4 示，本文

篇均关键词 2.24，但是共涉及了 490 个，出现高频次的是“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卒中”、

“脑血管意外”，对比分析脑卒中高被引文献中的关键词，证实了关键词应用欠规范化，并且研究比较

宽泛。还有高频次的是“高血压”，高血压和脑卒中紧密相关，高血压时脑卒中发生的高危因素，需要

继续关注，及时调控血压。“延续性护理”出现频次也相对较高，脑卒中患者的护理、康复也是研究的

热点。未来研究方向可能更多的是护理及康复，同时也说明对于卒中患者护理及康复的重要性，及早开

始康复，可明显改善愈后，尤其是肢体的活动。在做研究的时候更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做精。86 篇文献获

基金 121 项次，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就有 8 项，国家很重视，并且大力支持，说明有充足的科研资助，

应该把握住机会，好钢刀用在刀刃上，更好的造福人民。同时大家更要对脑卒中高度重视，做好科普，

认识到脑卒中的严重性。未病先防，降低发病率，对于患者，诊疗越来越规范，改善愈后，提高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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