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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国内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发表文献的研究现状和特征。方法　应用文献计

量学方法对2019年12月1日—2020年2月26日PubMed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COVID-
19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　纳入合格文献592篇。CNKI数据库440篇文献中,研究内容集中在“中医学与中

药学”(142篇,占32.3%)和“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141篇,占32.1%),医疗机构发表文献最多(288篇,占
65.5%),《中医杂志》发文量最高(22篇,占 5.0%)。PubMed数据库 152篇文献中,中国发表最多(65篇,占

42.8%),研究内容多在“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88篇,占57.9%),高等院校发表文章最多(65篇,占42.8%),
《JournalofMedicalVirology》发文量最高(10篇,占6.6%)。结论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是 COVID-19暴发后

国内外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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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purposeofthispaperistoinvestigatethecurrentstatusandliteraturecharacteristicsof
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Methods　AllliteraturesonCOVID-19werecollectedfromPubMedand
CNKIdatabasefromDecember1,2019toFebruary26,2020.Bibliometricanalysiswasused.Results　Atotalof592
literatureswereincludedinthisstudy.Among440literaturesfromCNKI,142focusedon"traditionalChinesemedi-
cineandChinesemedicine"(32.3%)and141on"PreventiveMedicineandPublicHealth"(32.1%).288first-authors
werefrommedicalinstitutions(65.5%).TheJournal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wasthemostpopularjournal
(5.0%).Ofthe152literaturesfromPubMed,65studieswerefromChina(42.8%).Themostofstudieswerefo-
cusedon"PreventiveMedicineandPublicHealth"(57.9%).65first-authorswerefrommedicalcollegesandinstitu-
tes(42.8%).TheJournalofMedicalVirologywasthemostpopularjournal(6.6%).Conclusion　Preventivemedicine
andpublichealtharetheimportantresearchfieldsof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aftertheoutbreakofCOVID-19.
【Keywords】　Coronavirus;　CoronaVirusDisease2019;　Bibliometricanalysis;　Citationanalysis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及时通过科
学可靠的科学研究向社会公布,有利于各国了解疾
病的发生情况,并有足够时间部署防控措施,防止病
毒的扩散[1]。目前,国内外有关 COVID-19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流行预测、机制研究和病毒溯源等方
面[2-5],尚缺乏对 COVID-19相关研究的文献分析。

文献计量学是将数学和统计学等定量的方法用于期

刊和图书等载体的科学,旨在研究文献体系和文献

计量特征,以期发现文献的分布规律、计量文献之间

的内在关联[6]。本研究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和 PubMed数据库,应用文献计量学及统

计学分析方法,分析自2019年12月1日—2020年

2月26日在COVID-19领域研究的发表时间、发表

国家、学科分类、研究机构、基金项目类别等,期望分

析和总结国内外研究的趋向与差异,为我国开展

COVID-19的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文以 CNKI和PubMed数据库为数据来源,
CNKI数据库是我国最大的中文数据库,网上数据

更新及时,时效性强[7-8];PubMed数据库提供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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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检索服务,每天更新一次,资料可靠[9]。
本文检索时间限定为2019年12月1日-2020

年2月26日,采用高级检索的方法,中文检索策略
为:(主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者题名/关键词/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者题名/关键词/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或者题名/关键词/摘要=“新冠肺
炎”)(模糊匹配),英文检索策略为:(newcoronavir-
us[Title/Abstract]OR COVID-19 [Title/Ab-
stract])AND(English[Language])。文献纳入标准
为:①研究对象为COVID-19;②学术文献。剔除标准
为:①新闻报道;②回复读者来信等非原始文献。
1.2　统计方法

应用 文 献 计 量 学 方 法,采 用 Excel和 SPSS
21.0对纳入文献的发表时间、研究内容、研究机构、
第一作者国家、期刊类别、资助基金和关键词频次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
间差异采用c2检验和 Fisher's确切概率法,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本文共检索文献752篇(CNKI数据库564篇
和PubMed数据库188篇),按照剔除标准剔除文献

160篇(CNKI数据库124篇和 PubMed数据库36
篇),纳入合格文献592篇(CNKI数据库440篇和

PubMed数据库152篇),文献纳入率78.7%。
2.2　以文献发表时间计量

2019年12月、2020年1月、2020年2月发表
文献数量为1篇、9篇、582篇。因2019年12月和

2020年1月发表文章数量较少,本文将2月份的文
章发 布 趋 势 做 图 如 下 (不 含 2 月 26 日 当 天 或

PubMed中显示发表时间在 2 月 26 日后,共 24
篇)。2020 年 2 月,CNKI和 PubMed 数 据 库 中

COVID-19的文献发表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发
表文献最多的时间均在2月19日。见图1。

图1　2020年2月COVID-19文献发表趋势图

2.3　以研究内容计量

CNKI数据库中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中医学与中
药学(32.3%)、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32.1%)、临

床医学(21.8%)方面,而PubMed数据库研究内容
则集中在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57.9%)、临床医
学(20.4%)、基础医学(16.5%)方面。见表1。

表1　COVID-19相关肺炎的研究内容分布情况 n,%

研究内容
CNKI

文献数量 百分比
PubMed

文献数量 百分比 χ2值 P 值

中医学与中药学 142 32.3 0 0.0 121.4 <0.001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 141 32.1 88 57.9
临床医学 96 21.8 31 20.4
基础医学 19 4.3 25 16.5
药学 28 6.4 3 2.0
心理学 14 3.2 5 3.3

2.4　以研究机构计量

在CNKI数据库中,医疗机构发表论文最多,共
发表288篇论文,占总发文量的65.5%,其中,发文
数量位列前3位的医疗机构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医院(28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篇),
武汉大学附属医院(16篇)。而在 PubMed数据库
中,高等院校发表文章所占比例最高(42.8%),其次
为医疗机构(28.3%)。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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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OVID-19相关文献的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n,%

研究机构
CNKI

文章数量 百分比
PubMed

文章数量 百分比 χ2值 P 值∗

高等院校 84 19.1 65 42.8 86.8 <0.001
医疗机构 288 65.5 43 28.3
科研院所 41 9.3 30 19.7
学会及其他 24 5.5 3 2.0
缺失值 3 0.7 11 7.2

　　注:∗ 为Fisher's确切概率法

2.5　以第一作者的国家计量

PubMed所检索出文献的第一作者的国家多分
布在 中 国 (65 篇,占 42.76%)、美 国 (22 篇,占

14.47%)、英国(10篇,占6.58%)、韩国和新加坡
(各7篇,各占4.61%)、加拿大、日本、意大利(各5
篇,占3.29%)。
2.6　以发文期刊计量

在CNKI数据库中,发文期刊共有117家,以中
医类期刊为主,其中《中医杂志》最多,达22篇。而在

PubMed数据库中,《JournalofMedicalVirology》发表
有关COVID-19的文章最多(10篇)。见表3。

表3　 COVID-19相关文献的前3位发文期刊 n,%
来源 期刊名称 文章数量 百分比
CNKI 中医杂志 22 5.0

医药导报 15 3.4
中草药 14 3.2

PubMed JournalofMedicalVirology 10 6.6
Lancet 9 5.9
JournalofClinicalMedicine 8 5.3

2.7　以中文文献获得的资助基金计量

从文献的资助基金分布情况来看,62.3%文献
未获得基金资助,37.7%文献获得基金资助。在获
得资助的文献中,国家级资助数量(22.2%)高于省
市级(21.6%)。见表4。

表4　中文文献获得的资金基金计量 n,%
资助基金 文章数量 百分比

国家级及省市级资金 27 6.1
仅国家级 71 16.1
仅省市级 68 15.5
无基金 274 62.3

2.8　中文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计量

剔除频次最高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87
次)、“新型冠状病毒”(138次)、“肺炎”(45次)等疾
病名称后,“中医药”“儿童”“治疗”作为关键词的次
数大于10。见表5。

表5　COVID-19相关中文文献的前10位高频关键词∗

顺位 关键词 词频

1 中医药 16
2 儿童 12
3 治疗 11
4 诊断/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感染防控 9
5 中药/诊疗方案/五运六气/防控策略/防护 8
6 中医/中西医结合/预防/防控/辩证论治 7
7 药学监护/抗病毒药物 6
8 中医证候/中医药疗法/疫情防控/医护人员/临床试验/临床表现/交叉感染/分子对接 5
9 治未病/应急管理/乙类传染病/炎症风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焦虑/护理管理/核酸检测/管理/感染控

制/病因病机
4

10 肿瘤患者/中成药/温病学/质性研究/孕产妇/疫情管理/医院感染/药学服务/药物治疗/血液透析/心理干预/围手

术期/数据挖掘/网络药理学/瑞德西韦/公共卫生/管理策略/建议/门诊等
3

　　注:∗ 本表已剔除频次最高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87次)、“新型冠状病毒”(138次)、“肺炎”(45次)等疾病名称

3　讨论

本文通过对2019年12月1日—2020年2月

26日COVID-19相关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发现随着

疫情的发展,COVID-19相关研究的文献发表呈现

增长趋势,国内文献数量高于国外,国内外学者重视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国内积极发挥中医药在疫
情防控中的作用,针对 COVID-19的预防及控制是

目前研究的热点。
国内外有关新型肺炎的研究自2020年1月开

始缓慢增加,2月中旬后迅速增加,其原因在于1月
底我国政府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实行

严格且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国内外学者对 COV-

ID-19给予关注和支持。我国学者对 COVID-19的
防治高度重视,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且持续发表大

量科学研究,为国内外认识病原体、了解疾病热点、
研发治疗药物、制订科学的防控方案提供了支持。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在CNKI数据库中,中医学
与中药学科相关的文献数量最多,高达142篇,且最

高频的关键词为“中医药”,说明中医药在疫情防控

中的作用被引起重视,这与2020年2月18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下发的《关于

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的通
知》中提到的“各有关医疗机构要在医疗救治工作中

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的精神一致[10]。中医是形上

性科学,而西医是形下性的科学[11],西医对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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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是建立在显微镜和实验室的基础上,较中医
更加耗时。中医在防治瘟疫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已基本形成了疫病防治理论[12-13],但因目前对中
医的理法方药认识不统一,缺乏药效学等循证医学
证据及作用机制研究,其在传染病诊治中的效果尤
待证实[14-15]。在检索时段内,未在PubMed数据库
检索到发表的中医相关的文献,提醒我们要重视中
医国际化的现实问题[16]。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划
免疫的实施,很多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17],但随着
环境的改变和人类的频繁交流,全球传染病发病率
大幅度回升。在研究传染病的分布和病因时,主要
应用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通过对纳入文献的研究内容及
关键词的计量分析,发现目前国外较国内更重视对

COVID-19在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科领域的研
究,国外的研究内容排序为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
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国内的研究内容排序为中医
学与中药学、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临床医学。在
传染病暴发后,公共卫生有强烈的目的性,即实现最
大多数人的最大健康利益,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医
疗方式是预防,而不是诊治[18],因此,在前期的具体
实践中,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需在病因线索、验证
假设等方面发挥首要作用[19-20]。

通过前10位关键词的频次分析,可以看出CO-
VID-19的预防及控制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对于疫情
后的康复及特殊时期特殊患者(肿瘤患者及孕产妇)
亦有关注。近年来,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给人类
带来严重威胁,其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社会影
响大,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中的重点和热点,了解
新发传染病的特点并对其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
施显得尤为重要[21]。相关研究发现,对人群实施有
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传染病的发生
率和死亡率[22]。同时,COVID-19作为新发的、严
重的、脏器受累的复杂疾病,在后期也需要更多康复
方面的研究,以改变病理变化、恢复功能,减少残疾
影响[23]。

本文基于CNKI和PubMed数据库开展文献计
量学分析,但因疫情期间文献来源途径不统一,可能
存在文献检索不足的问题。同时,文献计量学虽可
初步分析文献的基本特征及规律,但是缺乏对文献
质量的评估和筛选,今后将继续更新文献数量及途
径,并逐步应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等深入分析,为
分析COVID-19的研究热点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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