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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计量分析CNKI (中国知网)中于2014~2020年间以早发冠心病为主题发表的文献。方法：运用CNKI
数据库，采用普赖斯定律统计分析早发冠心病领域的高被引文献。结果：共检索到文献597篇，被引文

献和高被引文献各有257篇、97篇；高被引文献呈先增后减的趋势，2015年达到峰值26篇；早发冠心病

高被引文献共被66种期刊收录，《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的

文献数依次居前2位，二者共载文9篇；文献作者有261人、署名256人次；共被89个机构收录，其中医

院60个、院校24个、科研院所5个；共涉及关键词148个、392次，其中早发冠心病、他汀、急性心梗频

次最高；有29篇文献获得基金支持，累计33项次。结论：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初步探讨早发冠心病领域

研究现状及进展，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和方向。 
 
关键词 

早发冠心病，CNKI，高被引，文献计量学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on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NKI 

Fang Chen, Fei Li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Received: Aug. 9th, 2021; accepted: Sep. 1st, 2021; published: Sep. 14th, 2021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on the topic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CHD)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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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ed in CNKI from 2014 to 2020. Methods: CNKI database and Price’s law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sults: A total of 597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including 257 cited literatures and 97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respec-
tively. The number of highly cited reference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reaching a peak 
of 26 in 2015. Literatures with high citation rate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in-
cluded in 66 journals, among which electronic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
ern Medicin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ranked first and second, with a total of 9 
articles. There are 261 authors and 256 signatories. A total of 89 institutions were included, in-
cluding 60 hospitals, 24 universities, 5 research institutes. A total of 148 keywords and 392 times 
were involved, among which the frequency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tatin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as the highest. Twenty-nine papers were supported by the fund, 33 times 
in total. Conclusion: Through bibliometr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signi-
ficance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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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尤其是高盐高脂饮食、吸烟、饮酒、

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出现，导致冠心病患者的发病年龄逐渐提前，呈现一种年轻化的趋势，并

且发病率逐年上升，发病年龄逐渐提前。这时提出了早发冠心病的概念，早发冠心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

冠心病，指男性患者发病年龄 < 55 岁，女性患者发病年龄 < 65 岁。近几年来，临床和基础的研究工作

者们针对早发冠心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相关文献多为研究早发冠心

病的冠状动脉特点、危险因素、血清生化指标及预后判断等，尚无学者对文献本身的特征进行研究。运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文献特征，研判未来发展趋势。为此，本文对国内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进行

了计量分析。 

2. 文献与方法 

2.1. 文献获取 

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 2012 年新版 CNKI 中，采用高级检索，获取篇名或主题词为“早发冠心病”，

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文献。 

2.2. 高被引文献确定 

借鉴普赖斯定律确定高被引论文[1]，即被引频次 N = 0.749 maxN  (ηmax = 最高被引频次)以上的

文献。计算 ηmax = 60，N = 5.8，即当 N ≥ 6 时的文献是高被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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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标及统计  

将文献导入知网研学进行管理，只保留被引频次最高者文献，双人运用 Excel2016 建立数据库，校

对整理纳入文献的作者、单位、发表年份、关键词、期刊分布、基金资助情况、被引频次后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一般结果 

共检索到文献 597 篇。被引文献和高被引文献各有 257 篇、97 篇[2]-[98]，分别占总文献的 43.05%、

16.28%，其中，高被引文献占总被引文献的 37.74%，被引文献总被引次数为 1799 次，平均每篇被引 7
次。最终经过筛选，共纳入统计 97 篇，累计被引达 1396 次(占总被引 77.60%)，平均每篇被引 14.39 次。

其中，有 3 篇文献被引次数最多，为 28~38 次、39~49 次、50~60 次，有 14 篇文献被引 17~27 次，6~16
次的有 74 篇。 

在 2014~2020 年中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最早出现于 2014 年，2014~2015
年呈上升趋势至峰值 26 篇，年均 22.5 篇；2016~2019 年逐年下降至 2019 年 2 篇，年均 13 篇。见图 1。 

 

 
Figure 1. High citation rates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rom 2014 to 2019 
图 1. 2014 年至 2019 年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 

3.2. 载文期刊 

分别有 66 种期刊共收录 97 篇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总载文比 1.47。表 1 显示，《中西医结合心

血管病电子杂志》、《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的文献数依次居前 2 位。《当代医学》、《吉林医

学》、《心肺血管病杂志》、《中国现代药物应用》、《中国循环杂志》的文献数并列第三位。《中西

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中国循环杂志》、《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总被引频次均依次居

前 3 位。《中国循环杂志》、《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的篇均被引

频次依次居前 3 位。其中，《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共载文

9 篇、累计被引 154 次，占高被引文献 9.28%、占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 11.03%。 

3.3. 文献作者 

97 篇早发冠心病被引文献包含作者 261 人、署名 256 人次。其中，署名 6 次占 1 人、署名 3 次 8 人，

署名 2 次 30 人、署名 1 次 222 人。独撰 30 篇，占 30.93%；2 人合作 16 篇，占 16.49%；3 人合作 18 篇，

占 18.56%；4 人合作 9 篇，占 9.28%；5 人合作 7 篇，占 7.22%；6 人合作 4 篇，占 4.12%；7 人合作 6
篇，占 6.19%；8 人合作 4 篇，占 4.12%；9 人合作 2 篇，占 2.06%；10 人合作 1 篇，占 1.03%；累计合

作 67 篇，总合作率 69.07%。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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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with high citation rate,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with total 
citation rate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表 1. 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的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文献 总被引 篇均被引 

数量 排名 频次 排名 频次 排名 

安徽医药 2 4 31 9 15.50 5 

当代医药 3 3 34 8 11.33 11 

黑龙江医药 2 4 29 10 14.50 6 

湖南中医药大学 2 4 24 13 12.00 10 

吉林大学 3 3 27 11 3.00 16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2 4 17 14 8.50 13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2 4 48 4 24.00 3 

心肺血管病杂志 3 3 43 5 14.33 7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2 4 29 10 14.50 6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 4 25 12 12.50 9 

中国老年学杂志 2 4 35 7 17.50 4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3 3 40 6 13.33 8 

中国循环杂志 3 3 81 2 27.00 1 

中国医药指南 2 4 31 9 15.50 5 

中国中医急症 2 4 13 16 6.50 15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4 2 100 1 25.00 2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5 1 54 3 10.80 12 

中医临床研究 2 4 15 15 7.50 14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with high citation rates for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表 2. 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作者分布  

署名数 作者 

6 李  杰 

3 胡志希  简维维  李  琳  唐梅森  王  娟  王  玮  于文欣  于素甫江·苏来曼 

2 
黄海波  黄政德  李洱花  李  磊  刘晓堃  刘晓明  刘云霞  刘长青  马  敏  吕树铮  彭  瑜  乔  琳 
宋卫华  童随阳  王虹剑  王金艳  王绿娅  王  欣  夏  豪  叶吉云  尹  栋  袁  倩  张  闽  张  琦 
张庆华…… 

1 

艾红红  白  杰  包金兰  卜敏锐  蔡柏奇  曹新营  曾力群  曾  勇  陈柏荣  陈红光  陈  军  陈立伟 
陈连凤  陈伶俐  陈  璐  陈清群  陈  翔  陈永俊  陈韵岱  崔  荣  单立兵  董  茜  李  琳  李  玲 
李  强  李  翔  李晓红  李燕萍  李永勤  梁惠霞  林岫芳  凌  智  刘达钧  刘东亮  刘和俊  刘吉祥 
刘倩茹  刘庆成  刘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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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作者机构 

有 n 人合作的文献每人计 1/n 篇、并校前的文献计入并校后大学、学校附属医院的文献计入相应学

校、机构更名前的文献计入更名后机构，97 篇早发冠心病的高被引文献共被 89 个机构收录。其中医院

60 个(67.42%)、院校 24 个(26.97%)、科研院所 5 个(5.62%)。最高产发文机构为湖南中医药大学和首都医

科大学，分别为 8 篇、6 篇。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发文机构文献数 ≥ 2.12 篇，共 14 个，折合发文 31.33
篇，涉及文献 30 篇，占高被引文献 30.93%。其中，院校 10 个、医院 3 个、科研院所 1 个，依次占 71.43%、

21.43%、7.14%。署有湖南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新疆阿克苏市

中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的文献数居前 3 位，分别依次为 7 篇、6 篇、3 篇，其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新疆阿克苏市中医院、南京医科大学并列第三。湖南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折合文献数依次排前 3 名，新疆阿克苏市中医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北

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工人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延安大学对的折合文献数并列第三，都为 2 篇。见表 3。 
 

Table 3. Core publications with high citation rates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NKI 
表 3. CNKI 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的核心发文机构 

机构名称 署名文献数 折合文献数 

湖南中医药大学 8 8 

首都医科大学 6 3.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3 3 

新疆阿克苏市中医医院 3 2 

南京医科大学 3 1.33 

昆明市延安医院 2 1 

昆明医科大学 2 1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2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唐山工人医院 2 2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2 1.5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 2 

延安大学 2 2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 1 

新疆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2 1 

3.5. 关键词 

97 篇早发冠心病被引文献均列有关键词 2~9 个，共涉及关键词 148 个、392 次，篇均关键词 4.04 个。

其中，使用 2 个、3 个、4 个、5 个、6 个、8 个、9 个关键词的文献，分别有 1 篇、31 篇、40 篇、17 篇、

5 篇、2 篇、1 篇，依次占 1.03%、31.96%、41.24%、17.53%、5.15%、2.06%、1.03%。关键词“早发冠

心病”、“瑞舒伐他汀”、“阿托伐他汀”、“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危险因素”、“早发

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疾病/近期疗效/纤维蛋白原/血瘀证”、“高血压”

的使用频次居前 10 位。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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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in CNKI literatures with high citation rates 
for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表 4. CNKI 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早发冠心病 58 高血压 4 

瑞舒伐他汀 30 吸烟 3 

阿托伐他汀 29 预后相关性 3 

急性心肌梗死 21 中医证型 3 

冠心病 18 他汀类药物 3 

危险因素 17 女性 3 

早发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 10 临床危险因素 3 

心肌梗死 6 疗效 3 

冠状动脉疾病 5 基因多态性 3 

近期疗效 5 冠状动脉病变 3 

纤维蛋白原 5 冠脉病变特点 3 

血瘀证 5 - - 

3.6. 基金类别 

在 97 篇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中，获基金支持的文献共 29 篇，占 29.90%；累计 33 项次，篇均 1.14
项次。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5 项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 5 项次、中国博士后科学

资金 5 项次。见表 5。 
 

Table 5. Fund category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of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NKI 
表 5. CNKI 早发冠心病高被引文献基金类别分布 

基金类别 项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 

霍英东教育基金 5 

中国博士后科学资金 5 

4. 讨论 

我们可以通过权威的数据库检索需要的学术论文，一篇文献质量的好坏可以从被引频次、被引期刊、

影响因子等方面反应出来。本文利用 CNKI 从多角度对早发冠心病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早

发冠心病领域当前的热点话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被纳入的 97 篇高被引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从 2017
年以后近几年的高被引文献数量逐年下降，最低仅为 2 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

种问题的出现到底是因为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瓶颈期，还是有更多未知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发掘，答案

显而易见。从文献作者及作者机构分布也可以看出南北的地域差异，高产作者大多分布在南方，这也是

对该区域在早发冠心病领域科研成果及科研实力的一种认可。从被引的高频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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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冠心病主要集中在危险因素的预测和药物干预，早发冠心病因为其年龄的特殊性，所以起病隐匿、

发病急、预后差，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公共卫生难题，因

此，更进一步了解早发冠心病的目前研究趋势，有助于更好的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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