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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冠状病毒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为后期研究者能直观便捷地认知冠状病毒的研究重点领域、

快速查找重要文献和影响力大的研究合作对象提供数据参考。方法选取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

的数据，对 1968 至 2019 年期间冠状病毒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和 CiteSpaceV

软件对文献类型分布、年度发文数量、国家、机构、期刊、作者、文献共引、突现关键词等进行分析。结

果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球共发表冠状病毒相关文献 13959 篇。全球冠状病毒研究分为初始研究时期

(1968-2003 年)、第 1 个黄金发展时期(2004-2012 年)和第 2 个黄金发展时期(2013-2019 年)3 个阶段。美国是

发表文献最多的国家；香港大学是发表文献最多的机构；《病毒学杂志》发表文献数量及影响力排名第一。

在冠状病毒研究领域中 Peiris JSM、Drosten C 和 Ksiazek TG 等学者是较好的合作伙伴。结论“SARS 冠状

病毒(SARS-CoV)”“传染病(infectious disease)”“冠状病毒 S 蛋白(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可能将在冠状病

毒研究领域引起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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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provide data reference for later researchers to visually and conveniently recognize 

the key research areas of coronavirus, quickly find important literature and influential research 

partnersbyanalyzing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coronavirus.MethodsData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were selected to systematically collate the literature on coronavirus research from 1968 to 2019, and 

analyzed the literature type distribution, annual number of papers, countries, institutions, journals, authors, 

literature co citation, emerging keywordsusing Microsoft Excel 2019 and CiteSpace V software. ResultsAs of 

31December 2019, a total of 13,959 papers on coronavirus have been published. Global coronaviru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initial research period (1968-2003), the first golden development period 

(2004-2012) and the second golden development period (2013-2019). United States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the University Hong Kong is the institution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the Journal of Virology ranks first in the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publications. Peiris JSM, Drosten C and 

KsiazekTG are good partners in the field of coronavirus research.Conclusions “SARS-CoV”, “infectious disease”,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may attract clos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coronavirus research. 

    [Key words] coronavirus; bibliometrics; visualization analysis; CiteSpace 

 

近年来，随着全球冠状病毒疫情多次暴发[1-2]，科研人员对冠状病毒的研究也随之增加。

2019 年底，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暴发了一种以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为病原的肺炎

（COVID-19）疫情[3]，为尽快控制疫情，各地科研人员对均对 2019-nCoV 展开了相关研究

[4]。文献计量学是一种对某学科领域的文献进行分析，评估一段时间内研究活动趋势的研究

方法。为了全面了解冠状病毒的研究状态，并为后期冠状病毒的研究者提供直观明了的参考

依据，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可视化等方法对冠状病毒的研究结果进行系统整理，并分析

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研究情况，以期为当前乃至今后研究冠状病毒提供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在 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 WoS)文献检索平台，选择 WoS 核心合集，检索主

题：Coronavirus；时间跨度：1968-2019；索引：SCI-EXPANDED、SSCI、A&HCI、CPCI-S、

CPCI-SSH、BKCI-S、BKCI-SSH、ESCI、CCR-EXPANDED 及 IC。共检索到 13959 篇文献，

其中论文(Article)11242 篇，综述(Review)1198 篇，其他类型(Other types)1519 篇(图 1)。本

研究使用的数据集包括所有文献类型，为避免跨学科文献的丢失，未对文献来源进行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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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冠状病毒相关文献类型分布(1968-2019 年) 

Fig.1Documents types in coronavirus from 1968 to 2019 

 

1.2 方法所有数据均独立收集，并以 TXT 格式下载。将数据导入 Microsoft Excel 2019 和

CiteSpace V 软件(由美国 Drexel 大学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开发的程序[5])进行定性和定量分

析。运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软件对文献类型分布、年度发表文献数量趋势进行分析；运

用 CiteSpace V 软件确定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描绘期刊、研究者共引关系，进行文

献共引分析及关键词突现分析，并将上述所有项目进行可视化呈现。 

2 结果 

2.1  每年度发表文献 1968-2019 年每年度发表文献数量分布如图 2 所示：第 1 篇与冠状病

毒相关的文献发表于 1968 年；年度发文量出现了 2 个波峰，第 1 个波峰在 2004 年，即中国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暴发的第 2 年；第 2 个波峰在

2016 年，即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暴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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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冠状病毒相关文献年份分布(1968-2019 年) 

Fig.2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on coronavirus research from 1968 to 2019 

 

2.2  国家合作网络统计结果显示，全球有 138 个国家/地区发表了 13959 篇冠状病毒相关文

献。将 1968-2019 年期间所有文献加载至 CiteSpaceV 软件生成国家合作网络图谱，其由 121

个网络节点和 952 条连接线组成。如图 3 所示，研究冠状病毒的国家/地区之间进行了紧密

合作。 

统计排名得出发表冠状病毒相关文献数量最多的 10 个国家(表 1)。其中美国(USA，4698

篇)贡献最大，其次是中国(China，2660 篇)、德国(Germany，857 篇)、英格兰(England，805

篇)和荷兰(the Netherlands，738 篇)。中心性数值显示，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合作关

系较紧密，如美国(0.38)、英格兰(0.23)、荷兰(0.23)和德国(0.19)；亚洲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

建立的合作关系较薄弱，如中国(0.09)、日本(0.09)、沙特阿拉伯(0.03)和韩国(0.00)。 

表 1 发表冠状病毒相关文献数量最多的 10 个国家 

Tab.1 The top 10 countries contributed to publications on coronavirus research 

排名 文献数量(篇) 中心性 国家/地区 

1 4698 0.38 美国(USA) 

2 2660 0.09 中国(China) 

3 857 0.19 德国(Germany) 

4 805 0.23 英格兰(England) 

5 738 0.23 荷兰(the Netherlands) 

6 715 0.06 加拿大(Canada) 



 

 - 5 - 

7 578 0.09 日本(Japan) 

8 573 0.13 法国(France) 

9 487 0.00 韩国(South Korea) 

10 420 0.03 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 

 

 

图 3 参与冠状病毒研究的国家/地区网络图谱 

Fig.3Network map of countries/territories engaged in coronavirus research 

网络节点的大小示该国家/地区贡献大小；连接线示国家/地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图谱中颜色越暖示发表文

献离当前时间越近。 

 

2.3 机构合作网络统计结果显示，全球有 7119 个机构发表了 13959 篇冠状病毒相关文献。

将 1968-2019 年期间所有文献加载至 CiteSpaceV 软件生成机构合作网络，其由 1473 个网络

节点和 8567 条连接线组成。如图 4 所示，研究冠状病毒的机构之间进行了广泛合作。与国

家间合作相比，机构间的合作亦同样紧密。 

统计排名得出发表冠状病毒相关文献数量最多的 10 个机构(表 2)。其中香港大学(Univ 

Hong Kong，511 篇)贡献最大，其次是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 Sci，354 篇)、乌得勒支大

学(Univ Utrecht，216 篇)、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 Hong Kong，215 篇)和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Ctr Dis Control Prevent，214 篇)。中心性数值显示，香港大学与其他机构建立的

合作关系最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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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参与冠状病毒研究的机构网络图谱 

Fig.4Network map of institution engaged in coronavirus research 

网络节点的大小示该机构贡献大小；连接线示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图谱中颜色越暖示离当前时间越近。 

 

表 2 发表冠状病毒相关文献数量最多的 10 个机构 

Tab.2The top 10 institution contributed to publications on coronavirus research 

排名 文献数量(篇) 中心性 机构 

1 511 0.15 香港大学(Univ Hong Kong) 

2 354 0.09 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 SCI) 

3 216 0.09 乌得勒支大学(Univ Utrecht) 

4 215 0.03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 Hong Kong) 

5 214 0.1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tr Dis Control Prevent) 

6 180 0.06 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 N Carolina) 

7 174 0.04 爱荷华大学(Univ Iowa) 

8 171 0.06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 

9 168 0.04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Penn) 

10 163 0.02 中国农业科学院(Chinese Acad Agr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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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期刊发文量与期刊共引统计结果显示，有 2048 种学术期刊发表了 13959 篇冠状病毒相

关文献。在发表文献数量前 10 名的期刊中(表 3)，《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1166

篇，8.35%)发表文献数量最多，其次是《病毒学》(Virology，516 篇，3.70%)、《实验医学

与生物学进展》(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Biology，371 篇，2.66%)、《普通病

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338 篇，2.42%)和《病毒学档案》(Archives of Virology，

271 篇，1.94%)。 

选取 1968-2019 年期间每一年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0 篇文献，加载至 CiteSpaceV 软

件后生成期刊共引网络，其由 291 个网络节点和 2294 条连接线组成。如图 5 所示，发表冠

状病毒相关文献的期刊之间存在广泛地引用关系。 

在期刊共引前 10 名中(表 4)，影响因子(IF 2019)为 5.168 的《病毒学杂志》在冠状病毒

研究方面的被引频率最大，其次是《病毒学》《美国科学学院学报》《普通病毒学杂志》和

《科学》。 

 

图 5 期刊共引网络的可视化图谱 

Fig.5 A visualization of the journal co-citation network 

网络节点越大示该期刊被引频率越高；连接线示期刊之间存在引用关系；图谱中颜色越暖示离当前时间越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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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 10 种期刊 

Tab.3The top 10 most productive journals 

排名 期刊名称 文献数量(篇) 占比(%) 影响因子 

1 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 1166 8.35 4.324 

2 病毒学(Virology) 516 3.7 2.657 

3 实验医学与生物学进展(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Biology) 

371 2.66 2.126 

4 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338 2.42 2.809 

5 病毒学档案(Archives of Virology) 271 1.94 2.261 

6 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45 1.76 7.185 

7 病毒研究(Virus Research) 244 1.75 2.736 

8 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 240 1.72 2.776 

9 兽医微生物学(VEterinary Microbiology) 201 1.44 2.791 

10 病毒学方法杂志(Journal of Virological Methods) 170 1.22 1.746 

 

表 4 共引次数最多的 10 种期刊 

Tab.4Top 10 most cited journals with co-citation count 

排名 被引频率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1 8405 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 4.324 

2 6208 病毒学(Virology) 2.657 

3 6117 美国科学学院学报(P Natl Acad Sci USA) 9.580 

4 5767 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2.809 

5 4970 科学(Science) 41.037 

6 4835 自然(Nature) 43.070 

7 4643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 J Med) 70.670 

8 4038 柳叶刀(Lancet) 59.102 

9 3833 新发传染病(Emerg Infect Dis) 7.185 

10 3686 病毒学档案(Arch Virol) 2.261 

 



 

 - 9 - 

2.5  研究者发文量与研究者共引统计结果显示，共有 35039 名研究者参与了冠状病毒相关

研究。研究者发表文献的数量(表 5)，YuenKY 排在第一位(216 篇)，其次是 Perlman S(187

篇)、Enjuanes L(176 篇)、Baric RS(171 篇)和 Weiss SR(150 篇)。 

选取 1968-2019 年期间每一年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0 篇文献，加载至 CiteSpaceV 软

件生成研究者共引网络，其由 943 个网络节点和 7971 条连接线组成(图 6)。如图 6 所示，冠

状病毒研究者之间存在广泛地引用关系。 

在研究者共引前 10 名中(表 6)，PeirisJSM 被引频率最高，其次是 DrostenC、KsiazekTG、

WooPCY 和 LaiMMC。 

 

表 5 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 10 名研究者 

Tab.5The top 10 most productive author 

排名 研究者 文献数量(篇) 

1 Yuen KY 216 

2 Perlman S 187 

3 Enjuanes L 176 

4 Baric RS 171 

5 Weiss SR 150 

6 Drosten C 145 

7 Rottier PJM 134 

8 Woo PCY 128 

9 Chan KH 122 

10 Lau SKP 119 

 

表 6 共引次数最多的 10 名研究者 

Tab.6Top 10 most cited authors with co-citation Count. 

排名 被引频率 研究者 

1 2001 Peiris JSM 

2 1983 Drosten C 

3 1465 Ksiazek TG 

4 1332 Woo P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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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82 Lai MMC 

6 1273 Rota PA 

7 1212 Cavanagh D 

8 1152 Zaki AM 

9 1054 Marra MA 

10 1001 Lau SKP 

 

 

图 6 研究者共引网络的可视化图谱 

Fig.6 A visualization of the authors co-citation network 

网络节点越大示该研究者被引频率越高；连接线示研究者之间存在引用关系；图谱中颜色越暖示离当前时

间越近。 

 

2.6 文献共引分析选取 2010-2019 年期间每一年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0 篇文献，构建当年

的共被引网络，将每年的共被引网络合成，得到文献共引网络图谱(图 7)。其由 452 个网络

节点、2400 条连接线和 12 个主要聚类组成。 

12 个主要聚类详细信息中(表 7)，最大的聚类#0 被标记为“MERS-CoV 感染(MERS-CoV 

infection)”；紧密度最高的聚类#8 被标记为“流行性腹泻病毒(epidemic diarrhea virus)”；时

间最晚的聚类#13 被标记为“中国西南(south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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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冠状病毒相关文献共引网络图谱(2010-2019 年) 

Fig.7Co-citation map of references from publication on coronavirus research from 2010 to2019 

 

表 7 冠状病毒相关文献共引聚类 

Tab.7Details of the 12 clusterson coronavirus research 

聚 类 编

号 

大小 轮廓值 

平均发表

年份 

聚类标签(LLR) 

0 68 0.702 2013 MERS-CoV 感染(MERS-CoV infection) 

1 58 0.829 2005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49 0.796 2009 蝙蝠冠状病毒(bat coronaviruses) 

3 45 0.809 2014 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4 43 0.755 2014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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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2 0.878 2006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6 34 0.983 2006 呼吸道病毒(respiratory viruses) 

7 32 0.931 2006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8 14 0.994 2013 流行性腹泻病毒(epidemic diarrhea virus) 

9 9 0.987 2008 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11 7 0.965 2014 腭扁桃体(palatine tonsil) 

13 5 0.948 2015 中国西南(southwestern China) 

 

2.7 关键词分析选取 2010-2019 年期间每一年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100 篇文献突现关键词，

加载至 CiteSpaceV 软件生成突现关键词图谱(图 8)。其由 156 个网络节点、1046 条连接线和

19 个突现关键词组成。 

19 个突现关键词详细信息如表 8 所示，在 2019 年仍然有 10 个突现关键词，按照突现

强度排列包括：“SARS 冠状病毒(SARS-CoV，8.31)”、“传染病(infectious disease，8.01)”、

“冠状病毒 S 蛋白(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7.12)”、“核因子κB(NF-kappa B，7.12)”、

“中国(China，7.10)”、“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5.05)”、“MERS 病毒感染

(MERS-CoV infection，4.22)”、“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3.93)”、“猫(cat，3.34)”

和“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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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冠状病毒相关文献中突现关键词网络图谱(2015-2019 年) 

Fig.8The map of burst keywords from publication on coronavirus research from 2015 to 2019 

关键词字体越大示突现强度越大。 

 

表 8  19 个突现关键词(2015-2019 年) 

Tab.8Top 19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from 2015 to 2019 

突现关键词 强度 开始 结束 2015-2019 

临床特征(clinical feature) 10.6481 2015 2016 ▃▃▂▂▂ 

利巴韦林(ribavirin) 8.8684 2015 2016 ▃▃▂▂▂ 

SARS 冠状病毒(SARS-CoV) 8.3124 2017 2019 ▂▂▃▃▃ 

冠状病毒感染(coronavirus infection) 8.2756 2015 2016 ▃▃▂▂▂ 

传染病(infectious disease) 8.0148 2017 2019 ▂▂▃▃▃ 

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 7.683 2015 2016 ▃▃▂▂▂ 

冠状病毒 S 蛋白(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7.1222 2017 2019 ▂▂▃▃▃ 

核因子κB(NF-kappa B) 7.1222 2017 2019 ▂▂▃▃▃ 

中国(China) 7.1015 2017 2019 ▂▂▃▃▃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 6.8558 2016 2017 ▂▃▃▂▂ 

分子表征(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6.4554 2016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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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 5.054 2017 2019 ▂▂▃▃▃ 

病毒感染(virus infection) 4.8628 2015 2016 ▃▃▂▂▂ 

MERS 病毒感染(MERS-CoV infection) 4.2241 2017 2019 ▂▂▃▃▃ 

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 3.9357 2017 2019 ▂▂▃▃▃ 

猫(cat) 3.3408 2017 2019 ▂▂▃▃▃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3.2633 2016 2019 ▂▃▃▃▃ 

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2.4041 2015 2016 ▃▃▂▂▂ 

基因型(genotype) 2.0068 2016 2017 ▂▃▃▂▂ 

蓝线示时间间隔；红线示突现关键字的时间区间 

 

3 讨论 

3.1  一般数据根据每年度文献发表数量，目前可将冠状病毒研究分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

(1968-2003 年)可视为冠状病毒研究的初始阶段，该阶段相关文献的数量增长缓慢；第 2 阶

段(2004-2012 年)，冠状病毒相关文献数量随 SARS 暴发急剧增加，随后略微回跌，但文献

数量仍多于第 1 阶段。该阶段可视为冠状病毒研究的第 1 个黄金发展时期；第 3 阶段

(2013-2019 年)，冠状病毒相关文献数量随 MERS 出现快速增加。该阶段可视为冠状病毒研

究的第 2 个黄金发展时期。由此，笔者预计，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2019）疫情暴发后会迎来冠状病毒研究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在发表文献数量前 10 名的国家中(亚洲 4 个国家、欧洲 4 个国家、北美洲 2 个国家)，

美国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二且是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香港大学是发表文献最多的机构，

亦是与其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最为紧密的机构。在发表文献数量前 10 名的期刊中，其发表

文献数量占总量的 26.95%，但仅《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IF2019 为 7.185)

影响因子超过 5.000，其余期刊影响因子均为 1.000~5.000。表明研究者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

发表冠状病毒相关文献具有挑战性。 

3.2  共引数据在发表文献数量前 10 名的研究者中，每名研究者发表了≥119 篇文献。因此，

他们可被认定为“高产研究者”。然而，这些高产研究者中仅有 3 名进入共引次数前 10 名。 

在研究者共引中，Peiris JSM 提出了冠状病毒可能是导致 SARS 的原因[6]；Drosten C 报告了

利用细胞培养和分子技术从 SARS 患者的临床标本中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鉴定[7]；Ksiazek 

TG 明确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在 SARS 中具有致病作用，并命名了第 1 个与 SARS 相关的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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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分离株[8]。虽然这些研究者中仅 DrostenC 属于高产研究者，但其余非高产研究者对冠

状病毒研究亦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文献共引分析得到的文献共被引聚类中，时间最晚 (2015 年 ) 的聚类

#13(Southwestern China)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聚类中排名第一的文献题为《在中国西南地

区少量马蹄蝙蝠中发现的新冠状病毒和遗传分析》[9]，明确提出马蹄蝙蝠携带着遗传上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由于蝙蝠冠状病毒之间重组的可能性很高，将来可能会出现其他类似蝙

蝠 SARS 的冠状病毒。为了更好地预测并预防蝙蝠起源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有必要保持

对蝙蝠冠状病毒的长期监测。值得一提的是，该聚类中另一篇文献《中国蝙蝠冠状病毒》由

Fan 等[10]于 2019 年 3 月发表于 Viruses，指出很有可能未来的 SARS 或 MERS 样冠状病毒暴

发将源于蝙蝠，且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关于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已成为检测预

警信号的紧迫问题。结合当前的 COVID-19 疫情，笔者发现这两篇文献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3.3  研究前沿突现关键词提供了对研究前沿的合理预测[11]。通过检测突现关键词，可发现

该研究领域中发展迅速的课题[12]。本研究应用 CiteSpace V 软件锁定 2015-2019 年冠状病毒

的研究前沿。按照突现强度排列，至 2019 年冠状病毒研究的三大前沿如下。①SARS-CoV：

SARS 于 2002 年底在中国首次发生，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SARS-CoV 具有极强的传

播力和较高的致死率。由于没有特定的抗病毒药物，SARS 的救治给医护人员带来了难题，

也给人类卫生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有研究人员进行系统回顾，试图梳理出对抗新型

冠状病毒的最新措施[1]，总结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特征和最佳治疗策略[13]。

而部分研究者致力于研究 SARS-CoV 的起源和演变，并强调为未来类似 SARS 样疾病的出

现做好准备的必要性[14]。②传染病：在人满为患的急诊室中，患者所携带的 MERS-CoV 传

播潜力增加[15]，为全世界医疗机构预防和控制此类传染病增加了难度。研究表明，60%~80%

的新出现的人类传染病(EID)源自野生生物[16]。Wu 等[17]于 2016 年首次报道了许多新型蝙蝠

病毒，并发现了一些与已知的人类或动物病原体密切相关的蝙蝠病毒。③冠状病毒 S 蛋白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冠状病毒进入细胞是由跨膜 S 糖蛋白介导的。Walls 等[18]观察到

了冠状病毒 S 蛋白三聚体的低温电子显微镜结构。Haagmans 等[19]提出可用 MERS-CoVS 蛋

白的改良痘苗病毒疫苗赋予单峰骆驼黏膜免疫力。Kirchdoerfer 等[20]介绍了人冠状病毒 S 蛋

白融合前的结构，为基于β-冠状病毒疫苗免疫原的结构设计奠定基础。 

本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冠状病毒的研究趋势。美国、中国和德国是进行冠状病毒研究

的主要国家；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较为紧密，特别是美国占主导地位。香港大学是发表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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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相关文献最多的机构，亦是与其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最为紧密的机构。发表文献居前三

位的期刊是《病毒学杂志》《病毒学》和《实验医学与生物学进展》。PeirisJSM、DrostenC

和 KsiazekTG 可能是冠状病毒研究领域合作的好人选。SARS-CoV、传染病、冠状病毒 S 蛋

白可能是研究前沿，相关研究可能在未来几年深入这些领域。 

从 WoS 核心数据库中检索和收集了冠状病毒相关文献的数据，数据分析较全面客观。

WoS 核心数据库可提供较为详细的数据(如国家和机构信息、期刊来源、作者信息等)，研究

者对此可有一个较全面地把握。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该数据库中的大多

数出版物是英文的，非英语文献很少；部分数据库(如 PubMed、Scopus 和 Google Scholar)

未进行分析。第二，分析软件可处理的数据类型有限，本研究仅选取 WoS 数据库中核心合

集的文献作为数据来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数据来源。第三，本研究仅对 1968-2019

年的国际文献研究趋势与特点进行讨论，下一步研究可结合国内的冠状病毒研究作进一步分

析和对比。第四，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与实际研究情况仍存在差异，因为近期发表的部分文

献的引用率并不高。所有数据均于 2020 年 2 月 2 日检索，但未纳入 2020 年相关文献。尽管

如此，本研究包含了 1968 年以来的绝大多数文献，少量新数据可能不会改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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