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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中医临床诊疗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热点，为中医临床诊疗的未来发展提供依据。

方法：对2013~2022年发表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关于中医临床诊疗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同

时将临床医学诊疗相关文献作为对比，从发文量、作者、机构、文献被引频次、关键词、研究疾病情况、

主题等多方面进行比较统计分析。结果：共纳入中医文献522篇，临床医学文献503篇，近十年发文量

呈起伏态势，在2016~2017年达到峰值。中医和临床医学在文献的主题词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医多关注

辨证论治、诊疗方案和诊疗指南，而临床医学则注重护理、临床效果和临床路径。在研究方法选词上中

医多使用“数据挖掘”，而临床医学则多为“人工智能”。对于文献中出现的疾病，中医对骨伤、颈腰

椎、神经系统以及神志病方面研究较多，而临床医学在急诊抢救治疗、细菌感染这两方面研究较多。结

论：中医临床研究受关注度日益增加，但论文影响力及被引频次仍偏低，应用研究广度与研究深度仍有

待提升，与临床研究相比，中医涉及病种更多，今后与信息新技术深入结合将有更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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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
thod: Retriev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linical medicine published 
in CNKI from 2013 to 2022, and compare and analyze clinical med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
lated literature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 institution, citation 
frequency, keywords, research disease situation, theme, etc. Result: A total of 522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503 clinical medical literature were included. The number of publi-
c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trend, reaching its peak from 2016 to 2017.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linical medicine in 
the subject headings of litera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cuses more on syndrome diffe-
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s,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 
while clinical medicine focuses on nursing, clinical outcomes, and clinical pathway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ten uses “data mining”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while clinical 
medicine often u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the diseases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conducted more research on bone injuries, cervical and lumbar ver-
tebrae, nervous system, and mental disorders, while clinical medicine has conducted more re-
search on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bacterial infection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but the influence and citation fre-
quency of papers are still low.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pplied research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clinical researc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volves more diseases, and there 
will be more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future when combined with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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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

的传承创新是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大事[1]。随着信息化飞速发展，该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开展中医的传承与创新，是当前倍受关注的热点[2] [3]。本文通过对知网中相关文献的分析，探寻

现阶段中医临床学术发展现状和研究热点，并与临床医学及基础医学的研究热点进行对比，分析中医与西

医在研究热点上的异同，以对中医临床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利用 CiteSpace 文献可视化软件，对

CNKI 数据库收录近十年的中医学和临床医学二类论文分别进行可视化分析，共现网络、聚类网络等分析。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1) 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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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中医院校的一级学科通常包括有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和中药学，因此在 CNKI 数据库期刊

的文献分类目录中分别选择了“中医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进行文献研究，在检索条件中

输入主题词“临床诊疗”，时间范围设置为 2013.1.1~2022.12.31，并勾选“中文文献”，共得到 952 条

文献。经过去重、删除新闻报道及会议通知等与研究内容无关的文献，最终筛选出 522 篇文献。 
2) 临床医学 
非中医院校的医学院校主要分为临床专业和功能辅助二大类专业，前者主要包括临床医学和基础医

学，因此在 CNKI 数据库期刊的文献分类目录中选择“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在检索条件中同样

输入主题词“临床诊疗”，时间范围设置为 2013.1.1~2022.12.31，并勾选“中文文献”，共得到 901 条

文献。经过去重、删除新闻报道及会议通知等与研究内容无关的文献，最终筛选出 503 篇文献。二类文

献合计 1025 篇。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方法，主要工具为 CiteSpace 和 Excel，并结合 CNKI 的元数据分

析。将筛选得到的 1025 篇文章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用 CiteSpace6.2 进行格式转换后进行数据可视化分

析，其参数设置具体为：时间为 2013~2022 年，时间分区为 1 年。从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多个角度进

行可视化展现，并进行数据分析[4]。 

3. 结果数据分析 

3.1. 时间分布 

论文发表数量分布如图 1 所示，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包含“临床诊疗”的医学文献总发表数量

稳定在 50 篇以上，这个阶段中医学主题在发文量远低于临床医学主题。从 2016 起总发表数量开始稳步

上升，年均 130 篇以上，到 2019 年达到高峰 150 篇，之后开始逐年下降，2021 年和 2022 年稳定在 80
多篇，说明“临床诊疗”领域持续受关注。其中中医学的文献高峰期在 2016 年，此后保持稳定在年均

60 篇左右。临床医学的文献高峰期在 2019 年，此后逐年下降。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图 1. 论文发表数量分布图 

3.2. 期刊分布 

以期刊发文量进行排序，排名前十的机构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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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op 10 journals i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表 1. 发表数量排名前十的期刊 

中医学 临床医学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 

1 中华中医药杂志 57 1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23 

2 中医杂志 25 2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3 

3 上海中医药杂志 17 3 影像研究与医学应用 23 

4 中医儿科杂志 17 4 中国医药指南 12 

5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4 5 中外医学研究 12 

6 辽宁中医杂志 13 6 当代医学 10 

7 时珍国医国药 13 7 中外医疗 10 

8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13 8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10 

9 中医临床研究 12 9 大家健康(学术版) 8 

10 北京中医药 11 10 基层医学论坛 7 

 
其中《中华中医药杂志》、《中医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时珍国医国药》、《世

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为北大核心期刊，均为中医学主题期刊。在文献计量过程中，学术论文的

引证与被引证体现了学术论文价值，而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建立在学术论文引证与被引证的基础之上的，

并以此评估学术期刊的水平与质量[5]。排名前十的中医学主题期刊复合影响因子数也普遍大于临床医学

及基础医学主题期刊。2022 年复合影响因子数大于 2 的期刊有 4 个，分别为：中华中医药杂志、中医杂

志、上海中医药杂志和辽宁中医杂志。 

3.3. 作者和机构的发文及合作关系 

作者合作关系如图 2 所示。发表频次排名靠前的机构如表 2 所示。 
 

 
(a) 中医学                                           (b) 临床医学 

Figure 2.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图 2. 作者合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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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stitutions with the highest publication frequency 
表 2. 发表频次排名靠前的机构 

中医学 临床医学 

序号 发文机构 频次 序号 发文机构 频次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118 1 北京大学 12 

2 上海中医药大学 57 2 上海交通大学 7 

3 北京中医药大学 49 3 复旦大学 6 

4 南京中医药大学 25 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 

5 中华中医药学会 19 5 中国医学科学院 6 

6 辽宁中医药大学 16 6 山西医科大学 5 

7 天津中医药大学 14 7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4 

8 河南中医药大学 12 8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4 

9 广西中医药大学 10 9 内蒙古医科大学 4 
 

根据作者信息，对同名作者做了区分。从图 2 中可以看到，中医学类作者间有更多的合作，特别是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刘孟宇、韩学杰等人的团队，合作非常多。同一机构中的多人有着多次合作，这点可

能与中医学往往需要跟师学习有关，更容易形成密切合作的团队。而临床医学类没有明显的多次合作关

系，往往仅限于两三位作者的单次合作发表。 
 

 
(a) 中医学                                        (b) 临床医学 

Figure 3. Institutional partnerships 
图 3. 机构合作关系图 

 
在机构分析前，将同一机构进行了合并，医院各科室不做区分都并入医院，二级学院及附属医院都

并入学校。从发表论文频次来看，中医学类发文频次明显多于临床医学类。机构合作关系如图 3 所示，

机构标签越大，合作关系越多，连线颜色越深，合作越密切。从机构间合作关系图分析，中医学类同地

域机构合作更为密切，以某一机构为核心的合作也较多。尤其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

究所”为核心与北京所在各个中医院有紧密合作，同时其跨地域合作关系也远高于其他机构；其次是以

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为核心与其各自附属医院合作较紧密，跨地域相对

较少。临床医学类机构间合作没有明显的以某机构为中心的特点，且地域限制不明显，而相同学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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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如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大学的医学院及

附属医院在口腔颌面外科合作密切。 

3.4. 基金支持 
 

 
(a) 中医学                                        (b) 临床医学 

Figure 4. Top 10 fund support 
图 4. 基金支持排名前十 

 
如图 4 所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发表的文献量占绝对优势。中医学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也较多，其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基金支持发表的文献

有 35 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支持的文献有 17 篇。中医学类基金排名前六都是各类国

家级基金支持，其它几项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湖南省的基金支持。 

3.5. 研究热点分析 

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 
在临床诊疗领域，中医学和临床医学两个方向上的关键词共现如图 5 所示。 

 

 
(a) 中医学                                     (b) 临床医学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diagram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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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op 10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表 3. 排名前十的高频关键词 

中医学 临床医学 
频次 centrality 年份 关键词 频次 centrality 年份 关键词 

41 0.25 2013 中医 36 0.15 2014 护理 
36 0.18 2016 中医临床诊疗 20 0.11 2015 糖尿病 
23 0.12 2013 中医药 28 0.05 2013 临床效果 
21 0.00 2016 中医儿科 21 0.07 2013 应用价值 
18 0.19 2014 辨证论治 10 0.02 2013 临床路径 
13 0.06 2013 诊疗方案 9 0.07 2015 诊断 
13 0.04 2015 数据挖掘 8 0.00 2016 消化内镜 
11 0.07 2018 专家共识 6 0.01 2015 人工智能 
18 0.12 2016 诊疗指南 6 0.02 2017 儿童 
9 0.01 2014 临床疗效 5 0.04 2013 冠心病 

 
由表 3 的排名前十高频关键词和图 5 的关键词聚类可发现：1) 中医学方向主要集中在对中医药的研

究；临床诊疗方案、专家共识研究较多，特别注重诊疗的标准化。2) 临床医疗方向对护理的研究较多；

对具体疾病、具体临床治疗方法和治疗效果研究较集中。3) 两个方向都是从 2015 年开始研究计算机技

术在医学上的应用，但方向有所区别，中医学注重数据挖掘的研究，临床医疗注重人工智能的研究。中

医学更倾向于诊断指标规范化和诊疗思路的研究，临床医学更倾向于对具体技术手段和诊疗方法的研究。 

3.6. 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代表在某个时间段该领域的热点词，利用 CiteSpace 中的“burst terms”功能，获得突现词分

析，由于文献数量有限，将 r[0, 1]参数调整为 0.4，如图 6 所示。 
 

 
(a) 中医学                                     (b) 临床医学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top ranked emergent words 
图 6. 排名靠前的突现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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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可以看出，临床医学从对超声诊断、消化内镜这样的技术研究发展到以人为本的护理、健康

教育研究，近两年“临床思维”和“不良反应”成为热点。中医学方向从疗效研究逐渐向标准化研究发

展。近期中、西医的安全性、发病机制和标准化的研究增多。 
从趋势来看，前期做中/西医疗效对照的研究较多，逐渐向中医思维和西医思维对比，发展到文化和

哲学层面。中医理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影响，从哲学视野进行研究将中医理论研究达到更高

层面的发展与创新[6]。中医临床研究模式由“个案研究”的经验医学研究模式向“循证医学”研究模式

发展[7]，在近年来有抛开“先验性”研究的趋势，将中医作为与西医平行的文化体系，作为整体研究其

哲学思想，构建人类生命健康的知识体系[8]是新的研究趋势。 

3.7. 主题分析 

将文献按图书馆学分类标签以及文献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细分，中医学文献可分为：中西医结合、诊

疗指南、文献研究、数据挖掘和诊疗方案及评价 5 类主题。临床医学文献可分为：检验检查、临床护理、

人工智能、专病研究和诊疗标准研究 5 类主题。各主题间论文有重叠，各主题发文量如图 7 所示。 
 

 
(a) 中医学                                     (b) 临床医学 

Figure 7.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by each topic 
图 7. 各主题发文量 
 

其中中医学在“诊疗方案及评价”主题发表论文最多，共计 230 篇；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诊疗

方案及评价”主题发表量达到了峰值，此后发表量虽有所降低，但每年发表量保持稳定。“诊疗方案

及评价”主题中有 95 篇是与名老中医相关的，针对名老中医诊疗方案的研究。其次是“中西医结合”

主题，共计 117 篇，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是中西医对照实验研究(36 篇)和中西医诊疗(15 篇)，前期发表

量稳定，但近 3 年发表量较低，说明其关注度有所下降。“诊疗指南”主题其次，共计 110 篇，“诊疗

指南”主题文献在 2016 年之前发表量都为 0，仅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有较高发表量，此后年发表量稳定

在 10 篇左右。“文献研究”和“数据挖掘”主题发文量较稳定，且二大主题的曲线较为一致。“数据挖

掘”主题中发文较多的是标准化研究(15 篇)和知识化研究(6 篇)，其中知识化研究在 2017 年后开始逐渐

增多。 
而临床医学在“疾病诊疗”主题上发文最多，共计 413 篇，其次是“检验检查”主题，共计 267 篇，

两主题的发文量曲线近似，在 2019 年发表量达到峰值，近三年逐年下降。“临床护理”主题共计发表

97 篇，每年发表量较为稳定。“诊疗标准研究”和“人工智能”主题发文量不大，但一直趋于稳定。“人

工智能”主题共 14 篇，其中发文较多的是决策支持(5 篇)和医学影像分析(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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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疾病分类研究 

中医学疾病相关文献共 360 篇，但各类疾病研究较为分散，各类疑难杂症都有涉及，且包含一些中

医术语的疾病，如表 4 所示。临床医学疾病相关文献共 413 篇，疾病类型较为集中，且多以检验检查技

术手段或检验指标为研究对象，如表 5 所示。 
 

Table 4. Top 10 diseases in TCM publications 
表 4. 中医学发表量排名前十的疾病 

年份 骨科 生殖妇科 心脑血管 消化科 儿科 肝病 神经系统 神志病 肾病 糖尿病 

2013 3 4 1 1 0 1 0 1 0 0 

2014 3 1 1 2 1 2 1 0 2 0 

2015 2 1 3 0 0 0 1 0 1 1 

2016 6 5 4 7 7 5 2 4 3 2 

2017 3 5 6 5 10 5 1 4 1 4 

2018 7 6 5 3 3 0 6 4 3 1 

2019 11 2 4 5 2 4 1 0 3 0 

2020 1 2 2 2 3 2 1 3 0 1 

2021 4 3 2 1 0 3 5 0 0 1 

2022 4 6 2 2 1 1 1 1 1 2 

发表总和 44 35 30 28 27 23 19 17 14 12 

 
Table 5. Top 10 diseases in clinical medicine publications 
表 5. 临床医学发表量排名前十的疾病 

年份 心脑血管 消化科 妇科 儿科 肿瘤 糖尿病 细菌感染 急诊 肝病 肺病 

2013 3 5 4 4 1 1 0 0 0 0 

2014 3 4 3 2 2 0 2 0 1 1 

2015 4 4 1 2 2 3 0 0 0 0 

2016 4 3 3 3 2 0 2 0 2 0 

2017 10 9 3 4 0 3 2 4 3 2 

2018 9 3 12 2 2 3 4 4 2 0 

2019 13 6 5 4 7 5 2 2 0 4 

2020 19 5 2 5 3 3 2 1 0 2 

2021 1 2 4 3 4 3 0 0 1 0 

2022 2 4 0 4 4 0 0 0 0 0 

发表总和 68 45 37 33 27 21 14 11 9 9 

 
由表 5 可得出：心脑血管、消化科、妇科、儿科、糖尿病、肝病在两个类别中都在排名前十中，说

明对这些疾病关注度很高。其中较为特别的是中医对妇科疾病研究比较关注的是不孕不育的问题，而临

床医学研究较多的是各类孕期影像检查技术以及妇科手术。中医学中骨科发文量排第一，对骨伤、颈椎、

腰椎、膝关节研究较多，每年发文量稳定。中医学在癫痫、面瘫、阿兹海默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研究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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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焦虑，失眠等神志病研究较多。而临床医学在急诊的抢救与治疗以及细菌感染这两方面研究较多，

而中医学没有这两个方面的论文发表。由数据分析，中医学针对慢病以及疑难杂症的研究更突出，临床

医学针对急性病、传染病、细菌感染等类型疾病研究更多。 

4. 讨论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从研究内容和热点上看有以下一些问题： 
1) “十三五”期间，中医药发展顶层设计加快完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9]。2015

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 年 12 月 2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7 年中医药法施行。2016 年被称为“中医药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0]。这一法案的发表极大鼓舞了中医药的研究。从发文量看，在 2016~2017 年

期间论文发表量出现了猛增。可见中医药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的完善，政策环境的优化，政策支持力度

的加大对科研有着极大促进作用。 
2) 中医和西医在对疾病的研究热点上有诸多相同之处，说明中西医治疗疾病的研究是存在相互影响

的。同时中医对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研究明显高于西医，而急诊、急救这方面会有欠缺。中医的发展应

突出其在慢性病、疑难杂症上的优势，发扬中医特色，通过中医针对“治慢病”，“治未病”的研究，

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3) 中医临床对护理理论研究不足，临床医学在护理及舒适护理研究较多，护理理论体系构建研究及

干预性护理研究都较为成熟。中医学研究护理的论文相对较少，主要是干预性研究。中医护理干预手段

以穴位按摩、穴位贴敷、辩证施护为主，主要针对糖尿病、脑卒中、心绞痛等疾病的护理等[11]。将来的

研究方向上聚焦于护理操作技术的规范化，构建中医护理管理体系，建立中医护理疗效的评价指标，扩

展干预性护理针对的疾病范围。加强中医护理的研究，研究如何提供有质量的康复护理，通过建立规范

化的中医护理操作技术、评价体系将会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大大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4) 对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8]

中提到“坚持统筹协调推进。坚持中西医并重，提升中西医结合能力，促进优势互补，共同维护人民健

康。”中西医结合将仍旧是研究点，但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方法将有所改变，强调中西医并重，优势互补，

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前提下，研究“中西医结合”。 
5) 中西医都注重临床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近年在中医领域对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更多，

这点可能跟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医临床数据特点相关。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实现中医的传承与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中医临床研究数据量大，数据不规范，定义统一的数

据描述标准，建立标准体系框架，是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发展的必要前提。另外，

中医临床存在着大量文献及名老中医经验数据，以这些数据为基础，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挖掘其

隐含信息，找出这些信息中的关联加以应用，将是未来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综上，中医临床诊疗研究方向众多，注重中医特色，发扬中医“治慢病”，“治未病”的特点对专

病进行研究；加强中医护理规范化、中医护理管理体系构建的研究；结合中医文献和名老中医经验的大

数据及人工智能应用在未来的研究中有着广袤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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