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护理进展·

编者按：中国传统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千百年来为维系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医护理是中国传统

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遵循中医药理论体系、体 现 中 医 辨 证 施 护 特 点 的 护 理 理 论 和 护 理 技 术。通 过 长 期 的 护 理 实 践，同

时借鉴现代医学和现代护理学的理念，近些年来中医护 理 有 了 长 足 的 进 步，形 成 了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中 医 护 理 理 念、护 理 方 法 和

护理技术等。新年伊始，本刊特推出“中医护理进展专 栏”，从 中 医 食 疗 文 献 研 究、临 床 中 医 护 理 等 多 方 面 展 现 中 医 护 理 的 最

新成果，以期促进祖国医学传承和中医护理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医食疗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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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 】　目的　了解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医食疗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为中医食疗的进一步 研 究 和 发 展 提 供 借 鉴。方 法　采

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Ｄｉｓ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正 式 发 表 的 中 医 食 疗 文 献 进 行 检 索，并 利 用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数据库，对所检索文献的年度变化、地区分布、期刊分布、研究类型及内容等指标进行计量学分析。结果　共检索出

相关文献８６３篇，符合要求的共４０３篇，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论文主要来源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且以高等医学院校

为主，发表期刊以中医药类期刊为主。中医食疗的基础实验是研究热点，但 基 金 论 文 比 较 低（仅 占７．２％）。结 论　亟 须 规 范

中医食疗的研究设计，提升论文质量；深化理论研究，重视基础实验；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以利于中

医食疗学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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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与生活方式有关的

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高，人们越 来 越 认 识 到 饮 食 对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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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的重要性。中医食疗学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

下，通过食物或配合药物，以食借药力、药助食威，进
行养 生 保 健 和 防 病 治 病 的 一 门 古 老 而 新 兴 的 学

科［１］。为了解我 国 中 医 食 疗 的 研 究 现 状 及 发 展 趋

势，笔 者 对 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数 据 库（ＣＢＭＤｉｓ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来中医食疗文献进行检索、归类与分

析，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于２０１１年５月进入南京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电子资源 系 统，查 询 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数 据 库

（ＣＢＭＤｉｓ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的 资 料，以 中 图 分 类 号

Ｒ２４７．１即“食疗”为检索入口，检索到８６３篇文献。对

检出的文献逐篇查阅全文，排除与“中医食疗”内容无

关的文 献１９０篇、文 摘 或 科 普 类 文 章２４６篇、通 知

２则、广告１篇、访谈１篇、译文１篇、重复文献剔除

１篇，最后共得文献４０３篇。

１．２　方法　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数据库，并从发表

年份、作者单位、主要期刊源及研究内容分布等方面

进行计量学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医食疗文献计量年度变化　由

表１可以看出，中医食疗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医食疗论文年度分布情况（Ｎ＝４０３）

年度 论文数量 构成比（％）

２０００　 １４　 ３．５
２００１　 １４　 ３．５
２００２　 ２１　 ５．２
２００３　 ２４　 ６．０
２００４　 ３７　 ９．２
２００５　 ３７　 ９．２
２００６　 ４１　 １０．２
２００７　 ５５　 １３．６
２００８　 ５５　 １３．６
２００９　 ４８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５７　 １４．１
合计 ４０３　 １００．０

２．２　中医食疗论文地区分布及单位 发 文 量　以 第

一作者所在单位的地区进行统计，结果见 表２。表

２列出了发文量在１０篇以上的省份。可见，中医食

疗论文主要来源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广东、江
苏、北京、浙江、上海及中医文化发展较好的山东、河
南、福建、湖北等地研 究 单 位 相 对 比 较 集 中，且 以 高

等医学院校居多（表３）。

２．３　中医食 疗 文 献 期 刊 分 布　４０３篇 论 文 发 表 在

１８７种期刊上，应用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以每区载

文累计量相等将文献分为３个区，第１区（１／３载文

量）即为核心 区［２］。表４列 举 了 部 分 中 医 食 疗 研 究

领域的核心期刊。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医食疗论文地区分布情况（ｎ）

地区 发文量 地区 发文量 地区 发文量

广东 ４４ 北京 １８ 广西 １３
山东 ４０ 浙江 １８ 湖南 １１
江苏 ３６ 四川 １５ 黑龙江 １１
河南 ２４ 吉林 １４ 河北 １０
福建 ２１ 江西 １４ 辽宁 １０
湖北 ２０ 上海 １４ 甘肃 １０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医食疗论文作者单位分布情况（ｎ）

单位名称 发文量 单位名称 发文量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１２ 广西中医学院　 ５
上海中医药大学 １２ 福建中医学院　 ５
广州中医药大学 １１ 中国中医研究院 ５
扬州大学　　　 ８ 中国中医科学院 ５
山东中医药大学 ７ 湖北中医学院　 ５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医食疗文献期刊分布

期　　刊 论文数量

中国民间疗法　　　　　 ２７

时珍国医国药　　　　　 １７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１０

光明中医　　　　　　　 ９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７

中国食物与营养　　　　 ６

中国社区医师　　　　　 ５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５

中医药管理杂志　　　　 ５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５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　　 ５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５
天津中医药　　　　　　 ５
内蒙古中医药　　　　　 ５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５
护理研究　　　　　　　 ５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５
合计　　　　　　　　　 １１１

２．４　合作撰文情 况　４０３篇 论 文 中，２１４篇 为 合 作

完成，合著率为５３．１％（２１４／４０３）。作者总数为８１２
人，文献合作度为２．０（８１２／４０３）。

２．５　基金论文分布　基金论文是指 由 国 家 各 级 政

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和企事 业 单 位 提 供 科 研 经 费

而产生的研究论文，其产出能 力 是 衡 量 一 个 学 科 科

研实力和水平，科研组织能力 及 学 科 社 会 地 位 的 重

要标志［３］。２９篇 论 文（７．２％）获 基 金 资 助，其 中 国

家级基金论文４篇，各省市基 金 论 文 分 布 为 广 东 省

７篇、广西省３篇、江西省３篇、上海市２篇、江苏省

２篇、安徽省２篇、福建省１篇、贵州省１篇、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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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篇、四川省１篇、河北省１篇、云南省１篇。

２．６　研究类型　４０３篇中医食疗文献中，理论探讨

２３７篇 （５８．８％），临 床 经 验 与 体 会 类 ７３ 篇

（１８．１％），临床试验 研 究７２篇（１７．９％），动 物 实 验

研究９篇（２．２％），调查研究５篇（１．２％），综述５篇

（１．２％）和基础化学研究２篇（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规范研究设计，提升论文质量　一个学科的成

长进程与该学科文献的数量 构 成 有 密 切 的 联 系，科

研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的发

展状况［４］。通过 对 文 献 数 量 变 化 趋 势 的 分 析，可 以

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医食疗研究被关注的程度及变化

趋势。分析显示，中医食疗学正处于发展期，论文数

量呈 逐 年 增 长 的 趋 势，由２０００年 的１４篇，增 至

２０１０年的５７篇。而一个学科科研论文的质量则代

表着这一学科 研 究 成 果 的 深 度［５］，中 医 食 疗 论 文 是

否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及 其 所 占 比 例，可 说 明 该

领域论文质量的优劣状况。按２０１０年《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筛查，４０３篇文献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

表的共计４４篇，仅占１０．９％。此外，基金论文的产

出也可说明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与质量，结果显示，

仅７．２％的 论 文 获 得 基 金 资 助，说 明 中 医 食 疗 论 文

的质量有待提高。分 析 发 现，中 医 食 疗 论 文 大 部 分

停留在理论探讨（５８．８％）及临床经验介绍（１８．１％）

等较低水平的研究层面，严谨 规 范 的 实 验 性 研 究 并

不多见，动物实验研 究 更 少。已 发 表 的 临 床 试 验 研

究存在多种问题，如：未 阐 明 入 选 标 准 与 排 除 标 准，

随机化方法交代不清，试验组 与 对 照 组 未 进 行 基 线

对比，干预方法与统计学方法描述不清等。因此，规

范中医食 疗 研 究 思 路 与 研 究 设 计，提 高 研 究 的 质

量，是研究者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３．２　深 化 理 论 研 究，重 视 基 础 实 验　通 过 汇 总 分

析，笔者发现我国学者比较关 注 中 医 食 疗 的 理 论 建

设与发展问题，但研 究 不 够 系 统 和 深 入。主 要 表 现

在以下方面：（１）中医食疗学的相关概念与内涵界定

不清，规范不够，与现在营养学的联系探讨不深。例

如：药膳、功能食品、保健食品、食疗、食养、食治、饮

食保健等概念多而杂，到目前 为 止 也 没 有 权 威 的 机

构加以界定与区别，在一定程 度 上 阻 碍 了 中 医 食 疗

的发展。（２）中医古代文献的梳理与建库不够系统。

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难以计数的药

膳配方，这是食疗学 发 展 的 不 竭 源 泉。现 在 大 量 的

药膳学书籍主要是整理、转载 和 引 用 历 代 医 家 的 药

膳方剂，其中 不 乏 盲 目 传 抄 者［６］。为 了 提 高 药 膳 的

疗效，体现其实用价值，当务之急是系统整理古代药

膳文献。近五 年 来，此 项 工 作 已 被 重 视。谷 丽 萍［７］

对宋以前 的 食 养 食 疗 的 研 究，高 皓 彤［８］对《饮 膳 正

要》研究，吴夏秋［９］、张雷［１０］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中

医食疗学，在 文 献 梳 理 基 础 上 实 现 智 能 查 询 功 能。
但由于起步较晚，加上各项研究分散进行，目前尚未

形成系统、权威的中 医 食 疗 古 籍 数 据 库。中 医 食 疗

的研究 绝 大 多 数 是 应 用 研 究，仅２．２％的 文 献 是 基

础实验研究。然而纵 观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中，动 物 实

验高达２４．１％。朱童、余群洪等［１１－１２］就四君子汤药

膳对严重烫伤大鼠免疫功能及对其肠道ＳＩｇＡ的影

响等系列研究获江西省卫生 厅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项 目。
陈慰填等［１３］关于加味聚精食疗汤对少精、弱精症大

鼠附睾中精子质量影响的实验研究，谢三英等［１４］大

鼠脂肪肝药膳干预效果的实验均获得广东省深圳市

科技局资助课题。一个学科中获得基金资助的研究

课题，通 常 反 映 了 这 个 学 科 中 研 究 的 热 点 和 趋

势［１５］。不难看出，目前中医食疗的基础实验研究尚

不足，但基础实验研究是当前乃至以后研究的热点。

３．３　促进多学科合作，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中

医食疗学涉及中医学、营养学、烹饪学、化学等知识，
需多学科人员共同合作研究。合作是科学研究的特

点，合作度与合著率既能反映 出 研 究 课 题 的 相 互 渗

透、交叉程度，又能反映出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１６］。
中医食疗文献合著率为５３．１％，没有达到自然科学

期刊的合著率指标的７０％，提示国内对于这一领域

的研究有待于加强。中医食疗的研究主体是医学院

校及其附属医院。从 事 研 究 的 人 员 众 多，以 第 一 作

者职务进行统计，包括中医师（５１篇）、教师（４０篇）、
护士（３２篇）、学 生（２６篇）、研 究 所 工 作 人 员（１４
篇）、营养师（７篇）及药师（５篇）等。但绝大 多 数 作

者只发表１篇 （８９．３％ ），发表２篇的仅占８．４％，最
多发表３篇（２．２％）。结合普赖斯的理论，如果发表

的论文数 Ｎ１≥０．７４９（Ｎｍａｘ）１／２，则该作者可以称

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其中，Ｎｍａｘ为统计年段内，
最高产的那位作者的论文篇数［１７］。结果显示，虽然

形成了中医食疗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包括陈沛沛、施
洪飞、陈仁寿、沈 翠 珍、岳 利 群、韩 冬 梅 等，但 核 心 作

者数量与每位作者论文产出量均较少，并不稳定，这
与研究总体水平较 低 具 有 一 定 的 关 联 性。因 此，促

进多学科人员合作研究，形成 稳 定 的 核 心 作 者 群 是

中医食疗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

４　小结

中医食疗研究 已 经 得 到 重 视，文 献 数 量 逐 年 增

多，但质量还有待于提高。研究类型上，理论探讨类

论 文 较 多，但 研 究 不 够 深 入 和 系 统。动 物 实 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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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通过走出医院，走进校园开展ＣＰＲ培训不仅提高

了沟通、授课能力，而且更好地履行医护人员的社会

职能，扩大医院的社会影响力；拓展了医务工作的服

务领域，为医护进一步走入社区、走入社会普及急救

知识和技能、提高民众自救互救能力和院前急救水

平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随 着 人 类 社 会 的 不 断 发 展，全 球 经

济、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变革，
各种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不断攀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现场心肺复苏的重要性与普及性

逐渐为社会所认识。急救最需要的是在事发现场拥

有心肺 复 苏 等 基 础 急 救 知 识 和 技 能 的“第 一 目 击

者”，目前 我 国 仅 对 特 殊 人 群 开 展“第 一 目 击 者”培

训，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普及培训“第一目击者”心

肺复苏技术 势 在 必 行。此 外，如 何 提 高 群 体 急 救 知

识的培训效果，还 需 相 关 部 门、医 院、专 业 机 构 及 民

众的长期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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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亟 需 重 视。该 研 究 领 域 的 核 心

作者群并不稳定，因 此，必 须 加 强 多 学 科 人 员 合 作，
规范研究设计，提升论文质量。

通过对 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数 据 库（ＣＢＭＤｉｓ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中 医 食 疗 文 献 进 行 检 索、分 析，认 识

了中医食疗研究的现状，探讨 了 该 研 究 领 域 存 在 的

问题，了解并掌握了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为今后的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为中 医 食 疗 学 的 发 展 提 示

了研究 方 向。由 于 本 研 究 选 题 较 大，且 只 收 集 了

１个数据库，故在资料收集全面性方面存在缺陷，不

能确切地反映中医食疗研究 的 整 体 情 况，还 需 通 过

检索其他数据库予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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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Ｊ］．中国护理管理，２００９，９（８）：２８－３０．
［１７］杨美存，朱敏．肿 瘤 患 者 心 理 护 理 研 究 文 献 计 量 学 分 析

［Ｊ］．徐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９）：６２５－６２６．
（本文编辑：陈晓英）

·９６·
解 放 军 护 理 杂 志

Ｎｕｒｓ　Ｊ　Ｃｈｉｎ　Ｐ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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