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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学位年度为2002~2022年的中国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数据源。

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整理学位论文发布时间、学位授予单位、主要主题以及学科分布的统计资料；并

利用CiteSpace 6.1.R3和VOSviewer 1.6.18软件绘制关键词研究热点聚类和前沿知识图谱，揭示临床检

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近二十年研究热点、前沿和趋势，以促进临床检验诊断学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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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issertations of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from 2002 to 2022 collected by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Through bibliometrics analysis, the sta-
tistical data of publishing time, degree-granting units, main topics, and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dis-
sertations are sorted out; CiteSpace 6.1. R3 and VOSviewer 1.6.18 software are used to draw key-
word research hotspot clustering and frontier knowledge map and reveal the research hotspots, 
frontiers, and trend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in recent twenty 
year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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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检验诊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一门二级学科，学科属性介于实验医

学与临床医学之间，是现代实验室科学技术与现代临床医学更高层次的结合。该学科以临床疾病诊断为

目的，是一门发展前景广阔、发展迅速，多学科、多技术交叉的学科。临床检验诊断学包括临床基础检

验、生物化学检验、免疫学检验、微生物检验、分子生物学检验、血液学检验、医学检验仪器等多个三

级学科[1]。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了临床疾病的精确诊断，以及为了培养临床与科研能力兼备的复合型

医学人才，我国正式开始医学检验专、本科层次人才的招生培养工作。自此，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

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壮大了医学检验人才队伍，促进了医学检验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为后续的临床检验

诊断学研究生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然而，随着我国医疗卫生系统的稳步发展和各种检测技

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对于医学检验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医学检验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

为满足社会对高水平、高层次的医学检验人才的需求，各高校相继申请并获得了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

博士学位授权点。临床检验诊断学的培养目标是：不仅要有传统的培养目标，即“具有从事临床检验科

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紧密结合临床实践，选定科研课题，实施科学研究，完成一篇具有一定临床应用

价值的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还要掌握一门外国语，选定专业领域，掌握临床实践技能、科研技能、

科研写作能力、教学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3]。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病毒流行背景下，临床检验诊断学高

层次人才的培养变得越发重要。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是作者在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下，选择某一研究方向进行研究

并尝试开拓新研究领域的成果展示。它具有理论性强、学术价值高、探讨问题专业等特点，是宝贵的知

识财富。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是高校在医学检验相关研究领域的原始成果，能够体现出大学高

水平教育的教学水平、学术水平，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该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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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也反映了临床检验诊断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对临床、科研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

值。因此，研究博士论文可以反映出临床检验诊断学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进展和趋势，并且

对以后的学科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 
科学知识图谱基于可视化图形的展示能提供直观有效的信息，体现相关领域的发展脉络及内部联系，

开拓新的未知领域。CiteSpace 和 VOSviewer 是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应用最广泛的两个软件。CiteSpace
是美国 Drexel 大学的陈超美博士基于 Java 语言开发的软件[4]。VOSviewer 由荷兰 Leiden 大学的 Nees Jan 
van Eck 和 Ludo Waltman 博士联合开发[5]。本文利用 CiteSpace 6.1.R3 和 VOSviewer 1.6.18 软件进行知识

图谱可视化分析，呈现了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旨在为临床检验诊断学

今后的学科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2. 资料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的学位论文库中获取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论文相关数据。在学位论文库中，

进行“学科专业名称”字段检索，以“临床检验诊断学”进行检索，搜索日期截止 2022 年 10 月 7 日，

对数据进行整理后共得到 1173 篇文献。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用到了 CiteSpace 6.1.R3 软件和 VOSviewer 1.6.18 软件共同完成。将 CNKI 学位论文数据库检

索到的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文献题录，再分别导入两个可视化软件进行网络图谱分析。 
对于 CiteSpace 6.1.R3 软件，将“Refworks”格式的文献题录导出后，以“download_**”命名，在

CiteSpace 6.1.R3 软件中进行数据转换与导入以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跨度(Time Slicing)为 200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为 1 年，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关键词(Key Words)，
其余设置为默认设置。利用各节点的频次、中介中心性、联系程度等信息，绘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关

键词聚类、关键词突现等图谱，对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对于 VOSviewer 1.6.18 软件，将“Refworks”格式的文献题录导出后，导入 VOSviewer 1.6.18 软件

中进行可视化分析。参数设置：分析类型：共现(Co-occurrence)；计数方式：完整计数(Full counting)；阈

值选择：共现最小频次(Minimun number of occurrence of a keyword)为 10；选择密度视图(Density Visua-
lization)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生成关键词的共现知识图谱。 

利用从 CNKI 获取的学位授予年度及各年度发文量、主要主题及其频数、学科分布、学位授予单位

等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博士学位论文发文量可视化分析 

根据从 CNKI 获取的学位授予年度及各年度发文量，以学位授予年度为 X 轴，以发文量为 Y 轴，呈

现出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发文量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1。由图 1 可见，近二十年博士学位论文

发文量的发展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02 年到 2010 年，在这个阶段发文量增长速

度较为缓慢；第二个阶段，从 2011 年到 2018 年发文量增长速度最为明显；第三个阶段，虽然在 2018 年

以后处于波动状态，但总体呈波动上升状态。鉴于纳入的文献截至 2022 年 10 月，2022 年文献纳入不完

整，所以在 2021 年到 2022 年发文量呈现下降趋势。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临床检验诊断学

博士人才培养呈上升势态，社会对于临床检验诊断学高层次博士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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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图 1.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发文量统计 

3.2. 博士学位论文主要主题分布分析及学科分布分析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main topic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图 2.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主要主题分布 

 
根据从 CNKI 获取到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主题及其频数与学科分布及其频数，以

此进行博士学位论文主题分布分析及学科分布分析。科学文献主题分析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快速准确地捕

捉学科主题的脉络结构，跟踪主题演化发展，并对学科发展趋势做出预测[6]。博士学位论文在 CNKI 的
文献主要主题类别分布见图 2。从图 2 中我们可以知道“机制研究”为最高频主题，频数为 124，占比为

23%；其余主题分别为分子机制(8%)、乳腺癌(7%)、RNA (6%)、幽门螺杆菌(5%)等。说明博士学位论文

主要集中针对某些疾病机制和疾病分子机制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博士学位论文的学科分布状态，可以了解该领域研究结构组成，对临床检验诊断学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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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其高层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博士学位论文学科分布见图 3。图中数据表明，博士学位论文学

科分布以肿瘤学(28%)为主，其次分别为临床医学(13%)、基础医学(10%)、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7%)、
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6%)、心血管系统疾病(6%)、消化系统疾病(5%)等。值得注意的是，学科所属为肿

瘤学的文献共有 420 篇，这些文章的主要主题又以“机制研究”为主。这说明博士学位论文以肿瘤学相

关研究为最多，且以肿瘤相关机制研究为最多。 
 

 
Figure 3.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and main topic distribution of 
oncology articles 
图 3.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学科分布及肿瘤学文章的主要主题分布 

3.3.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布分析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doctoral degree awarding unit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图 4.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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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NKI 获取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布及学位授予人数，可以进行相关的分析。用

可视化的方式定量分析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分布状况，可以从总体上看出我国近 20 年间

博士生培养的基本状况以及博士培养单位的办学水平、办学实力、办学特色和学术地位。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分布部分情况见图 4。从图 4 可以很明显看出，重庆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远高于其他学校，

其余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如江苏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也有

较多的学位授予。这些说明重庆医科大学十分重视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人才培养，该领域培养体系相对

完善，且是临床检验诊断学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但也反映出了我国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人才培养

体系不均衡，很多学校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人才培养体系较为薄弱。 

3.4. 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分析 

3.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能集中体现文献的核心研究内容，是核心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练。关键词共现图谱能直观地反

映领域内热点及热点之间的联系。为揭示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及研究热点，以

“keyword”为节点，利用 CiteSpace 6.1.R3 及 VOSviewer 1.6.18 软件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可视

化分析。通过运行 VOSviewer 1.6.18 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密度视图，见图 5。再运行 CiteSpace 6.1.R3 软件

制作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6，以及通过 CiteSpace 6.1.R3 软件可以得到各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见表 1。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density visualization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
nostics based on VOSviewer 
图 5. 基于 VOSviewer 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密度视图 
 

运行 VOSviewer 1.6.18 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密度视图，见图 5。由图可见，凋亡、增殖、胃癌、乳

腺癌、肝细胞癌、自噬等研究方向是热点，同时存在较多其他密度稍低的研究方向。并且从图中可以明

显看出，各研究方向之间的联系不紧密，研究方向分布较为分散。 
运行 CiteSpace 6.1.R3 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和频次 ≥ 10 的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共现

图谱中最显著的 12 个关键词为凋亡；增殖；乳腺癌；胃癌；肝细胞癌；自噬；耐药；外泌体；炎症；侵

袭；结直肠癌和基因表达，总体上反映了博士学位论文以凋亡、增殖、自噬以及各种肿瘤相关的研究为

核心研究内容。结合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可以看出频次 ≥ 10 的关键词有 22 个。中介中心性是评价节

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指标，高中介中心性(≥0.1)的关键词有两个：凋亡(0.17)和增殖(0.12)，其他关键词的

中介中心性均小于 0.1，且“凋亡”和“增殖”的中介中心性也不是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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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结合 CiteSpace 6.1.R3 及 VOSviewer 1.6.18 软件，利用可视化图谱及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出：

凋亡、增殖、自噬以及各种肿瘤为博士学位论文热门研究方向，但从总体看来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

较为分散。 
 

 
Figure 6.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based on CiteSpace 
图 6. 基于 CiteSpace 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 10 for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表 1.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频次 ≥ 10 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出现年份 
1 凋亡 51 0.17 2005 
2 增殖 40 0.12 2005 
3 乳腺癌 38 0.03 2005 
4 胃癌 37 0.05 2011 
5 肝细胞癌 27 0.05 2002 
6 自噬 25 0.06 2015 
7 耐药 25 0.04 2012 
8 外泌体 22 0.02 2016 
9 炎症 20 0.01 2010 
10 侵袭 20 0.01 2011 
11 结直肠癌 19 0.03 2014 
12 基因表达 16 0.05 2002 
13 迁移 15 0.01 2013 
14 预后 15 0.04 2012 
15 转移 15 0.01 2016 
16 诊断 13 0.05 2012 
17 前列腺癌 13 0.01 2010 
18 冠心病 13 0.02 2002 
19 宫颈癌 12 0.02 2010 
20 巨噬细胞 11 0.07 2012 
21 耐药细胞 11 0.02 2015 
22 启动子 10 0.0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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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Table 2. Clustering list of keywords i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表 2.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聚类明细表 

序号 聚类标签名 关键词数量 轮廓值(S) 年份 主要关键词 
#0 凋亡 57 0.924 2011 凋亡；侵袭；增殖；迁移；结直肠癌 
#1 胃癌 28 0.905 2011 胃癌；自噬；免疫耐受；基因突变；活性氧 
#2 基因表达 25 0.928 2004 基因表达；甘油三酯；免疫组化；OPG；细胞增殖 
#3 炎症 18 0.895 2011 炎症；睾酮；雌二醇；一氧化氮；外泌体 
#4 软骨细胞 17 0.935 2010 软骨细胞；原核表达；信号通路；KEAP1；生物素 
#5 启动子 16 0.989 2006 启动子；基因；酶联免疫吸附试验；TGF-β1；系统性 

#6 肠杆菌科细菌 16 0.938 2009 肠杆菌科细菌；imp 型金属酶；流行病学； 
抗菌药物敏感性；碳青霉烯类 

#7 传感器 15 0.996 2003 传感器；石英晶体；压电；频率；金电极 
#8 耐药 15 0.945 2014 耐药；顺铂；毒力；单泛素化；FNCD2 

#9 二代测序 14 1 2014 二代测序；肝细胞癌；乙肝病毒；慢性乙型肝炎；
real-time RCR 

 

 
Figure 7.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based on CiteSpace 
图 7. 基于 CiteSpace 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聚类图谱 
 
为探索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领域的类团特征，可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对

纳入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联系程度相近的关键词分类汇集，形成独立的类别，展示研究领

域内的研究热点与基本知识结构[7]。运行 CiteSpace 6.1.R3 软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基础上，利用对数似

然率(LLR, log-likelihood rate)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LLR 算法将关系较为密切的一组关键词归为一

类，该类别默认的自动标签词是依据 TF*IDF 加权算法而给出的[4]。聚类标签为每个聚类中排序最靠前

的关键词，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7。聚类结果为：#0 凋亡；#1 胃癌；#2 基因表达；#3 炎症；#4 软骨细

胞；#5 启动子；#6 肠杆菌科细菌；#7 传感器；#8 耐药；#9 二代测序。每一聚类明细见表 2，表中列出

了每一聚类排序前五的关键词、关键词数量、S 值及年份。我们可以用 CiteSpace 6.1.R3 软件给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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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来评价聚类的清晰度和类团结构的紧密度。一般而言，Q 值一般在[0，
1)区间内，Q > 0. 3 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社团内连接较多、聚类效果好；当 S 值 > 0.7
时，聚类是令人信服的，若在 0.5 以上，聚类一般被认为是合理的[4]。此次聚类得到的 Q = 0.7243 > 0.3，
平均 S = 0.9418 > 0.7，说明此次聚类效果好。结合关键词聚类图谱和聚类明细表进行分析可知：大部分

的聚类涉及各种疾病及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如#0 凋亡、#1 胃癌、#2 基因表达、#3 炎症、#4 软骨细胞、

#9 二代测序，这些聚类集团中涉及到最多的疾病类型是肿瘤，涉及到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如：凋亡、增殖、

侵袭、基因突变等；有部分聚类涉及到人体内生物大分子，如：#2 基因表达、#3 炎症、#4 软骨细胞；

部分聚类涉及到微生物及相关研究，如：#6 肠杆菌科细菌、#8 耐药、#9 二代测序；还有部分聚类涉及

到各种检验检测技术，如：#5 启动子、#7 传感器、#9 二代测序。 

3.4.3. 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及突现词分析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更有利于人们分析研究热点及热点的演变，尤其配合突现词(burst term)功能

的使用[4]。关键词时间线图是以所在年份为 X 轴，关键词所属聚类为 Y 轴，将一个聚类中的关键词按时

间排序呈现在同一时间线上，这样利于展现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的发展脉络、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

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 8。突现词是在某个时间段内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通过突现词及其起止时间可

以清楚知道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的动态演进过程和研究热点的变化，突现词图谱见图 9。图中 Begin
表示突现词出现的年份，End 表示突现词结束的年份，Strength 表示突现强度，数值越大表示突现词在该

时间段内越突出。 
 

 
Figure 8. Keyword timeline diagram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based on CiteSpace 
图 8. 基于 CiteSpace 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时间线图 

 
结合图 8 和图 9，我们可以发现：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较为分散，所以在关键词时间线图中各点

较为分散且各点之间联系不强，突现词的突现强度普遍较低；一些研究方向出现较早，但热度逐渐降低，

现在不再是研究热点，如：一些基因有关研究方向(基因、基因表达、启动子、基因芯片、基因治疗、基

因重组、基因分裂等)、传感器、免疫抑制和免疫耐受等；一些研究方向始终处于较热门的状态，如：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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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增殖和乳腺癌等；一些研究方向是近些年出现的，并且是现在的研究热门，如：一些肿瘤相关研究

方向(胃癌、宫颈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成熟肺腺癌等)、自噬、外泌体、细菌及耐药相关

研究(毒力、肠道菌群、耐药机制、耐药性、临床感染、毒力因子等)、诊断、预后等。 
综上所述，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较为分散，但仍存在动态演进过程，研究方向在

向临床疾病的诊断及治疗靠拢。 
 

 
Figure 9. Outburst word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tic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ased on CiteSpace 
图 9. 基于 CiteSpace 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突现词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研究以 2002~2022 年的 1173 篇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利用可视化图谱及图表，

研究国内博士学位论文的发文量、主题分布及学科分布、学位授予单位分布、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

聚类分析、突现词分析及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发文量虽然经过了缓慢上升期、快速增长期、波动上升期，但总体

看来博士学位论文发文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发文量逐步上升并且会继续上升，说明我国临床检验诊断学

博士生培养体系逐步成熟且培养规模也逐步扩大，社会对于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生的需求也逐步扩大。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有 1173 篇，但文献总体数量仍然偏少，这说明博士生的培养规模仍较小。

这与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布分析的结果不谋而同。学位授予单位分布分析显示，近二十年博士学位授予

数量超过 100 的单位仅有三个，其他学位授予单位在近二十年仅有很少的学位授予。但是重庆医科大学

的博士学位授予远超其他单位，这说明重庆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体系最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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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主要主题和学科分布联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博士学位论文以肿瘤学相关研究为最多，且以

肿瘤相关机制研究为最多。主要主题和学科分布联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

类分析、突现词分析及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中得到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关键词共现分析中，频次排

序前五的关键词中有三个肿瘤相关的关键词(乳腺癌；胃癌；肝细胞癌)，其他频次较低的肿瘤相关的关键

词，如：结直肠癌；宫颈癌；前列腺癌等。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出的 10 个聚类中有个 4 聚类涉及肿瘤相关

的关键词。此外，在突现词及关键词时间线图联合分析中，肿瘤相关的研究方向也是热点。由于当今肿

瘤发病率、致死率及社会关注度较高，所以会有较多的博士生进行肿瘤相关的研究，旨在提高肿瘤早期

诊断率，攻克肿瘤无法治疗的问题，从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从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来看，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较为分散。研究肿瘤相关方

向的博士生较多，但也有较多的其他研究方向，如：微生物；耐药；免疫；外泌体；抑郁症；自噬；基

因等。在关键词聚类分析、突现词分析及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中也可以看到较多的关于其他疾病相关的

研究，如：炎症；细菌；耐药机制；抑郁症；免疫耐受和冠心病等。博士学位论文不同于其他科学研究

型论文，博士生的研究方向较为分散，这说明该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充分交叉融合，在实现临床检验专

业科研水准提升的同时也能促进其他学科发展。研究方向较为分散，或许能为更多的科学研究领域做出

贡献，若所有人都围绕着热门研究方向，反而不利于科学研究的进步。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应当以

临床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为导向，努力为攻克临床疾病做出贡献。总的来说，博士学位论文的热点研究方

向是肿瘤，同时也存在较多其他疾病相关的研究，研究方向存在着向临床疾病的诊断及治疗靠拢的动态

演进过程。 

4.2. 展望 

虽然我国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人才规模逐年增加，但博士生人才总体数量仍然偏少，博士生

人才数量远低于其他一些医学专业。并且 2019 年以后博士生人才培养似乎进入了停滞状态，人才培养规

模没有再进一步扩大。但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流行又促使社会对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生人才的需求

增加，需要更多的博士生人才为疫情防控、新冠患者的诊断和救治出一份力。然而，我国临床检验诊断

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还不够成熟。从前面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临床检验诊断

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系存在不均衡的状况，重庆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远超其他单位，其他单

位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均较低。这也说明重庆医科大学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是较为成

熟的，值得其他单位效仿、学习，特别是对于尚未建立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校。 
扩大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规模、完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这不仅

是应对社会的需求，更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开幕会上做的报告提到：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

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坚持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8]。这不仅

需要已有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做出贡献，也需要尚未建立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

权点的学校做出努力。 
博士研究生作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对社会重大发展需求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表明，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无法满足现有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匹配[9]。博士研究

生人才数量不足，迫切需要发展更多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以缩小高层次人才数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差距。

发展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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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应当考虑扩大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博士学位授权点政策，加大

对医学院校建设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点的支持。目前我国医学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应当加大对

中西部地方性院校和中医药院校的帮扶[10]，助其发展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点。 
(二) 学校发展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点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博士点的发展不仅需要已有博士点的

学校向其他博士生培养体系较为成熟的院校学习，而且需要尚未建立博士点的学校加快建设博士点。学

校要建设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点应当做到以下几点：(1) 要有明确的定位，结合自身的办学实际，打造有

特色并且符合行业和社会需要的博士点学科；(2) 要做好布局，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3) 要加强博士生

导师队伍的建设，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学校博士点建设的内在动力，不仅要提升现有人才的实力，而

且要积极引进国内外人才，青年教师的培养至关重要，他们是博士点建设与发展的新鲜血液和储备力量

[11]；(4)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服务社会、提高质量”为核心[10]，建立以提供高端临床检验诊断学

人才为目标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5) 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加强实验室建设，积极进行学术交流、科学

研究，提升学术影响力和科研实力[12]，提高创新和实践能力。 

5. 结语 

本文运用 CiteSpace 6.1.R3 和 VOSviewer 1.6.18 软件对 CNKI 学位论文库中的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

位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并对其发文量、主题分布及学科分布、学位授予机构、关键词等进行

可视化展示及分析，较为直观地展示了近二十年间，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及发

展趋势。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一直处于上升发展的状态，人才培

养规模一直在扩大，但人才培养规模需要继续扩大、人才培养体系需要不断完善。这对现有的临床检验

诊断学博士点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需要尚未建立博士点的学校积极推进博士点的建设。本文对博士点

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读者可以结合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相关研究[13]进行思考，以期为

临床检验诊断学的学科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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