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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我国循证医学研究的文献计量实证分析

左亮亮，周利玲

( 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湖南 怀化 418000)

［摘 要］循证医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际医学领域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临床医学，是近年来国内外临床医学共

同研究的热点。本文对 2006—2010 年间在国内发表的1 121篇循证医学研究论文，按年代分布、期刊来源、核心作者、作者单

位、基金资助情况、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统计研究，对国内循证医学学术研究的现状、热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

和剖析，为循证医学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借鉴，以期推进我国循证医学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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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也称“遵循证据的医学”( Evidence －
Based Medicine，简称 EBM) ，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

策应尽量以客观的研究结果为依据”。［1］
著名临床

流行病学家 David Sackett 教授曾在《询证医学实践

与教学》一书中将 EBM 定义为: 慎重、准确和明智

地应用目前可获取的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临床

医师个人的专业技能和长期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

价值观和意愿，完美地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制定出具

体的治疗方案，并说明使用“循证医学”这个概念的

灵感来源于中国乾隆时期使用“考证”的方法即使

用证据的研究来解释古代典籍。［2］
随着对循证医学

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相结

合，国内医学领域工作者及研究人员对循证医学的

界定有了基本的共识———循证医学是系统地搜寻、
评价和应用当前研究成果的一种医学研究方法，并

以此作为临床决策的依据。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在

国际医学领域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临床医学模

式，循证医学对临床医学实践及医疗决策产生了巨

大影响。［3］
近年来，国内外相继建立了一些循证医

学中心，创办有关循证医学专门杂志开展研究工作，

并开始对循证医学人员进行培训，为今后循证医学

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了解近年来

循证医学被研究的情况和进展，笔者采用文献计量

方法对 2006—2010 年间发表的有关循证医学研究

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探寻目前循证医学研究的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循证医学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和新趋向。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及工具

1．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 作

为数据来源，检索时间为 2011 年 3 月，以“循证医

学”作为题 名 检 索 词 进 行 精 确 检 索，时 间 限 定 在

2006—2010 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1 419篇。剔除不

相关的文献和有关循证医学的会议通知、文摘、无作

者以及重复发表的论文等 298 篇，最后实际用于统

计、分析的有效文献为1 121篇。
1． 2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文主要是以文献计量学的基本定律和统计学

原理作为分析方法，选用 spss16． 0 数据分析软件为

检索结果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主要对所检索到的循

证医学论文的年代、期刊源、作者、研究机构、论文资

助基金以及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

相关结论。

2 统计与分析

2． 1 循证医学研究论文发表时间统计与分析

表 1 循证医学论文年度发表情况

年份 论文数量( 篇) 占论文总数比重( % )

2006 266 23． 72

2007 275 24． 54

2008 228 20． 34

2009 177 15． 79

2010 175 15． 61

合计 1 121 100． 00

期刊的载文量是鉴定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

一。某一时期论文数量的增加速度和数量，在某种

意义上不仅说明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发展速

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该

领域的研究程度。［4］
从表 1 可以看出，2006—2010

年有关循证医学的研究论文其年代分布具有一定的

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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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循证医学研究论文来源期刊统计与分析

对循证医学研究论文的来源期刊进行统计，发

现刊载有关循证医学内容论文的刊物达到 453 种，

而载文量在 2 篇及以下的刊物就有 344 种。究其原

因是循证医学研究的切入点不尽相同，作者选择刊

物也不固定，所以才会出现载文期刊众多而期刊的

平均载文量较少的现状。表 2 中列出了载文量排在

前 14 位的期刊，其累积载文比例为 26． 76 % ，约占

实际统计论文总数的 1 /3，是循证医学研究的主要

交流阵地。其中，核心期刊有 7 种，为《中国循证医

学杂志》《医学与哲学》《医学教育探索》《中国高等

医学教育》《医学信息学杂志》《循证医学》《重庆医

学》，这些期刊论文的学术水平较高，值得同行借

鉴。从载文的期刊种类上来看，医学类期刊是循证

医学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
表 2 来源期刊载文量情况( 前 14 位)

排序 刊名
载文量

( 篇)

占发文总

量比例( % )

1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45 4． 01

2 医学与哲学 39 3． 47

3 西北医学教育 28 2． 49

4 医学教育探索 25 2． 23

5 医学信息 24 2． 14

6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3 2． 05

7 医学信息学杂志 22 1． 96

8 卫生职业教育 21 1． 87

9 循证医学 16 1． 42

10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16 1． 42

11 继续医学教育 14 1． 24

12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9 0． 80

13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 9 0． 80

14 重庆医学 9 0． 80

2． 3 循证医学研究论文的作者情况分析

对作者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文献作者

与文献量的关系，同时能预测、估计和揭示科学研究

人员的研究能力，对进一步了解某研究领域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5］

2． 3． 1 论文核心作者统计

表 3 循证医学论文核心作者情况

排名 发文量( 篇) 作者姓名

1 35 李幼平

2 12 潘 卫、胡大一

3 11 刘建平、杜 亮

4 9 李 静、陈耀龙

5 8 吴泰相

续表 3

排名 发文量( 篇) 作者姓名

6 7 刘 鸣、蔡羽嘉

7 6
詹思延、陈 虹、王梦书、

贾赤宇、陈 进

8 5 刘关键、董碧蓉

注: 表 3 同一行中的并列作者的发文量相同。
2006—2010 年间，共有 2 176 位作者发表了关

于循证医学的研究论文。笔者依据文献计量学中著

名学者普赖斯所提出的计算公式 m = 0. 749 n槡 max

( m 为最低产作者发表论文数，nmax为所统计的年限

中发表文章最多的那位作者的论文数) ，只有那些

发表论文数在 m 篇以上的作者，才称为核心作者，

也即多产作者。［6］
根据普赖斯公式: 可知: m = 0. 749

n槡 max 槡= 0. 749 35≈5。也就是说，发表在 5 篇( 包

括 5 篇) 以上论文的作者可以看做是循证医学研究

领域的核心作者。由表 3 可知，发表论文数在 5 篇

及以上的作者有 17 位。在统计时笔者没有仅限于

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因为大多数的科研活动

都是以团队形式完成的。
2． 3． 2 论文合作情况统计

表 4 论文合著情况统计

形式 发文量( 篇) 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 )

独著 418 37． 29

2 人合著 332 29． 62

3 人合著 177 15． 79

4 人合著 101 9． 01

5 人合著 48 4． 28

6 人合著 29 2． 59

7 人合著 14 1． 25

8 人合著 0 0

9 人合著 2 0． 17

合计 1 121 100． 00

合著率越高说明该研究领域的合作化趋势越

强。从表 4 可以看出，循证医学研究论文中合著远

比独著的数量多。王倩
［7］

对论文作者合作度的界

定为: 在确定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

均作者数，是衡量期刊论文作者合作程度、智力和协

作能力的重要指标，合作度的值越高，则合作智能就

发挥得越充分。由公式“合作度 = 作者数 /文章数

= 2176 /1121”得知循证医学研究论文作者合作度为

1. 94。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著者以合作研究为

主，这样可以促使研究向纵深层次发展。
2． 4 循证医学论文研究机构统计与分析

近 5 年我国发表循证医学论文数量在 6 篇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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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研究机构有 44 家，仅占所有被统计机构数目

( 702 个) 的 6. 26%，但所发表的论文数量( 448 篇)

却占到全部论文数量的 39. 96%。其中，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发文最多，达 68 篇，遥遥领先于其他研究

机构，表现出较强的学术产出实力; 广西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17 篇，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新疆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各 14 篇，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各 13 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医院图书馆、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

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各 12 篇，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循证医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教研室、解放军总医

院各 11 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 篇，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第二军医大

学附属长海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各 9 篇，西安交

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杂

志》编辑部、解放军医学图书馆、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各 8 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福建中医学

院、甘肃省中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南京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

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各 7 篇，南通大

学附属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四川大

学、汕头大学医学院各 6 篇。
另外，统计显示，在循证医学研究方面，除了省、

市医院之外，许多高校图书馆、公司、企业也开始加入

到循证医学的研究队伍中来，说明对循证医学的讨论

不仅仅局限于医学界，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

2． 5 循证医学研究论文的资金资助统计与分析

表 5 资助基金的情况

基金级别 数量( 项) 所占比例( % )

国家级 46 29． 30

部级 6 3． 82

省级 39 24． 84

高校 34 21． 66

市级 29 18． 47

其他 3 1． 91

总计 157 100． 00

基金项目论文往往代表着一个研究领域的新动

向、新趋势，具有较大的难度和较高的水准，在一定

程度上能反映出它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前沿动态。论

文的基金资助比例高，说明论文学术水平较高，这是

评价论文质量与学术水平的重要而客观的指标之

一。［8］2006—2010 年关于循证医学研究论文中得到

基金资助的有 122 篇，占论文总数的 10． 88%。对

122 篇得到基金资助的论文进行统计，发现共有 157
项不同级别的基金对其进行资助，其中国家级基金

项目最多，达 46 项，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是中国科技研究者的主体资助机构，它在中国自然

科学研究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省级基金项目次

之，有 39 项，这表明各省在科研工作中获得了较多

成果，其成果大都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高校资助的

基金项目数为 34 项，排第三位。此外还有市级、部
级以及其他类型的基金项目。从表 5 中可知，在资

助基金中，国家级、省级、市级以及高等院校基金占

有主导地位，部级及其他基金所占比重较小。
2． 6 循证医学研究论文的主题分析

表 6 高频词的统计情况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循证医学 891 最佳证据 22( 17) 临床决策 15( 11)

临床教学 53( 50) 临床医生 21( 15) 传统医学 15( 15)

医学教育 49( 48) 临床研究 20( 14) 随机对照试验 15( 12)

临床实践 47( 41) 医学图书馆 20( 17) 教学改革 14( 13)

循证 39( 1) 医学研究 18( 6) 中医学 14( 13)

循证医学证据 37( 1) 证据 18( 18) 系统评价 14( 10)

临床医学 35( 31) 临床试验 17( 14) 中医药 13( 10)

治疗 31( 21) 教学方法 16( 15) 医学期刊 13( 12)

信息服务 29( 29) 临床经验 16( 15) Meta 分析 12( 8)

教学 24( 24) 心血管疾病 16( 12) 药物治疗 12( 8)

medicine 23( 19) 图书馆 15( 13) 循证医学实践 12( 1)

注: 小括号内为与循证医学同时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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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论文主题的统计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

研究进展，了解现在的研究精力集中在哪些方面以

及存在的不足，明确以后研究的重点。对本文所研

究的1 121 篇 文 献 中 的 关 键 词 进 行 统 计，共 找 到

2 190个关键词。笔者选取出现次数在 12 次及以上

的 33 个关键词作为高频词进行研究，具体见表 6。
其中，表 6 中小括号内的词是与关键词“循证医学”
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次数较多的关键词( 简称

热词，指与被检索词共现次数较多的词) ，根据共现

频率可以分析相关研究趋势和热点分布。［9］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临床教学、医学教育、临床实践、临床医

学、信息服务、治疗、教学、medicine、证据、医学图书

馆、最佳证据、教学方法、证据等词出现的次数较多。
循证医学的核心是证据，作为一种关于临床决策

( 诊治方案的选择) 思维及行为的原则和方式，循证

医学提倡对病人的诊治决策应根据当前可得到的最

好临床研究证据、医生经验及病人的意愿为医疗的

最高目标。循证医学是国内外临床医学共同研究的

热点，研究循证医学必定会涉及有关临床研究的内

容，所以诸如临床教学、临床医学、临床医生、临床经

验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众多学者在研究循证医学时重

点分析的对象。循证医学强调所有医疗活动都应以

科学证据的基础，要求临床医师在掌握良好的专业

知识及传统技能的基础上，能准确认识患者所面临

的问题，了解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采用先进的手段

进行高效检索，选择最佳有关研究成果，运用循证医

学原理判断信息的有效性。［10］
医学图书馆是文献信

息最集中的学术服务中心，在文献加工，项目查新、
情报调研等信息服务方面及医药文献信息检索教育

上均具有一定的经验及优势，因此开展循证医学信

息服务应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主要内容。

3 结 语

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

录的于 2006—2010 年间发表的1 121篇有关循证医

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进行分析，并对所搜集获得的部

分文献进行研读，可以初步得到如下结论: 1) 《中国

循证医学杂志》《医学与哲学》《西北医学教育》等期

刊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交流阵地。2 ) 循证医

学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群已见雏形，有了一支较为

稳定、学术造诣较深的研究队伍，他们将成为循证医

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高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

以及公司、企业的科研人员等新的研究力量的注入

将推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向由理论向实践方面转

移。3) 国家和地方省、市机构对循证医学研究领域

的关注逐渐加大，投入逐渐增加。4) 对循证医学的

研究，国内学者注重对前人工作的学习、吸收以及对

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这将促进我国循证医学研究

的发展。5) 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对循证医学相关理

论、技术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完善，如对循证医学的

界定至今还未形成一个标准的共识，循证医学是否

是一种方法或技术，循证医学系统评价标准的科学

性、可靠性究竟如何等，这些将成为循证医学研究领

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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