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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我国智慧医疗的研究热点，为“健康中国”战略下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发展提供借鉴

与参考。方法：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检索对象，检索关于我国智慧医疗的文章，采用CiteSpace
软件对样本文献关键词和作者机构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文献1631篇。我国

智慧医疗领域的年度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机构和作者主要集中在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结论：我

国智慧医疗行业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在国家政策导向的支持以及智慧技术不断融入医疗服务的大环境

下，预测我国智慧医疗行业的发展将会从健康信息的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融合以及多元主体的共

同参与这三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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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smart medical care in my countr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un-
der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Methods: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was selected as the retrieval object to retrieve articles about smart medical care in my 
country, and the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ize the knowledge map of the sample lite-
rature keywords and author institutions. Results: A total of 1631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smart medical care in my country is on the 
ri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major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Conclusion: My country’s smart medical industry is in a stage of continuous develop-
ment.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y orient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smart 
technology into medical services,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smart med-
ical industry will start from the sharing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the rapid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se thre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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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慧医疗(smart health-care)是在 2009 年由 IBM 对“智慧地球”一词的概念中进行延伸阐述。在目前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发展和管理事业中，因为一些系统的不完善、成本高、渠道少以及覆盖面低的问题，

影响着我国整体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甚至出现了“体系效率低、服务质量低、医疗费用高”的卫生环境，

而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城市发展和居民健康水平，因此 IBM 大中华区软件集团与 IBM 中国

开发中心共同成立“实验室”，并且宣布了智慧医疗的发展前景和医疗方案，为智慧医疗在我国发展提

供了前景和基础。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通过“高级检索”功能，设置检索条件：主题为“智慧医

疗”，发表时间不限，选择学术期刊，共检索出 3060 篇文献。 
其中核心文献 211 篇，硕士论文 292 篇，博士论文 15 篇。通过人工进行排除包括：报纸等非研究型

文献、无作者文献及明显与主题无关的文献(图 1)。 

2.2. 研究方法  

采用 CiteSpace [1]软件对所筛选的知网文献的关键词以及作者和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且通过聚

类模块指数(Q 值)以及聚类轮廓指数(S 值)确定可视化分析的显著性。当 Q 值范围在 0~1 的范围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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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Q 值大于 0.3 时，该知识图谱的网络模块结构是显著的；而 S 值是用来评价同质性的指标，当 S 值大

于 0.5 时，则说明该图谱的聚类结果是合理的，同时 S 值越接近 1，则说明该图谱的网络同质性越高[2]。 
 

 
Figure 1. The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earch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3. 结果 

3.1. 年度发文量统计 

从趋势直线来看，我国自 2009 年后，关于智慧医疗领域的文献研究呈上升趋势，2014 年之后开始上升趋

势变陡，2018 年开始发文量更是迅速上升，2020 年达到最高值为 341 篇，截止 2022 年 1 月份也有 3 篇(图 2)。 
 

 
Figure 2. Statistics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图 2. 年度发文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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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机构与作者分析 

本文通过 CNKI 期刊数据库整理出核心论文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及作者(表 1)，并进行知识

图谱的分析，设置参数为 Node Types = Author + Institution；Time Slices = 1，图谱网络密度为 0.003，包

含 401 个节点和 244 条连线。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和各通信研究院中，而高校也主要分布在管理学

院和外事学院中。根据图谱的各连线表明(图 3)。 
 

 
Figure 3.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图 3. 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1. The top 10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by journal publication volume 
表 1. 期刊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研究机构及作者 

序号 
机构 作者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姓名 发文量(篇) 

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8 刘文生 10 

2 西安外事学院 4 滕建荣 8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私研究院 4 刘华 6 

4 河北金融学院 4 李蕊 6 

5 中国联通研究院 3 吴佳男 5 

6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郭潇雅 4 

7 《中国经济周刊》 3 崔威武 4 

8 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 3 王玉凤 4 

9 丽水市中心医院 3 孙小和 4 

10 武汉市中心医院信息中心 2 徐书贤 4 

3.3. 关键词词频统计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选取文献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设置参数为“Node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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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并选择 Pathfinder 算法剪枝得到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高频关键词的知识图谱(见图 4)，该

图谱网络密度为 0.0084，包括 539 个节点和 1211 条连线。其中，Q 值 = 0.6243，说明该图谱的网络结构

合理，S 值 = 0.8779，说明该图谱的聚类结果合理，能够代表我国智慧医疗的研究热点。本文根据高频

关键词知识图谱，统计出前 30 名高频关键词(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表 2. 高频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中心性 

1 智慧医疗 952 0.9 16 物联网技术 27 0.05 

2 物联网 109 0.15 17 医疗健康 24 0.09 

3 智慧医院 99 0.11 18 互联网医疗 22 0.04 

4 人工智能 94 0.11 19 互联网医院 22 0.02 

5 大数据 86 0.10 20 电子病历 22 0.11 

6 医疗信息化 55 0.15 21 移动医疗 22 0.03 

7 互联网+ 47 0.06 22 疫情防控 21 0.02 

8 医联体 42 0.05 23 “互联网+” 21 0.01 

9 信息化 42 0.03 24 健康管理 21 0.04 

10 云计算 36 0.10 25 远程医疗 21 0.04 

11 智慧城市 34 0.07 26 云平台 20 0.03 

12 5G 34 0.03 27 应用 19 0.05 

13 分级诊疗 31 0.08 28 医院 17 0.02 

14 互联网 28 0.01 29 医疗数据 17 0.03 

15 医疗服务 28 0.07 30 医疗卫生 16 0.04 
 

 
Figure 4. Knowledge map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smart medical care 
图 4. 智慧医疗领域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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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得到的知识图谱上，可以看出我国智慧医疗研究领域的前 10 个关键词聚类，除“智慧医疗”关键

词外，包括了“云计算”“医联体”“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化”“互联网医疗”“医疗信息

化”“应用场景”“智慧医院”“电子病历”等。 

3.4. 突出词统计 

另外在知识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突现词进行检测，通过突显关键词图谱可以显示前 25 个突现词出

现与消失的年份(图 5)。 
 

 
Figure 5. The top 25 strongest emerging keywords in my country’s smart 
medical field research 
图 5. 我国智慧医疗领域研究前 25 个最强突现关键词 

3.5. 关键词时间分布情况统计 

在聚类关键词的基础上，本文运用 Timeline View 功能得到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图谱(图 6)，该图谱

可以展示每一类聚类中的关键词，也能够清楚地表明这一聚类结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从而可以清晰地

表明对我国智慧医疗领域研究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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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nowledge map of my country’s smart medical care timeline 
图 6. 我国智慧医疗时间线知识图谱 

4. 讨论 

4.1. 发文量与作者机构分布情况讨论 

从发文趋势来看，我国在智慧医疗领域的发文量不断上升，2020 年发文量达到最高值。根据作者分

布情况，活跃度较高的是刘文生，认为我国整体医疗服务行业正在由“信息化”朝向“智慧化”和“智

能化”发展[3]。就机构分布情况来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排在第一，另外排在前几的机构单位

主要分布在华中和华东地区，偏远地区的研究机构较少。一些大城市尤其以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对智慧

城市的建设上，比如上海、杭州、南京等，将智慧城市的建设放在医疗上，一方面是为了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涵。 

4.2. 政策导向对智慧医疗发展方向讨论  

从发文量趋势情况来看，并结合我国对智慧医疗方面的政策文件，主要的时间节点为 2014 年和 2018
年。2014 年作为发文量逐步上升的时期，是我国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发展战略的时期，其中包括了上海

举行的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以及智慧城市博览会，同年在济南举行了“第一届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

展论坛”，从 2014 年开始，智慧医疗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此外 2015 年开展中华智慧医疗健康服务高

峰论坛。2018 年 3 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在医疗领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4 月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发展意见》，逐步重视“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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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保障；8 月份开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家逐步开始建设电子病历、医疗大数据的使用以及

互联网诊疗、远程医以及互联网医院这些智慧医疗方面的发展建设，通过政策引导以及工作内容，建立

健全电子病历信息化，发挥远程医疗的积极服务工作，从而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整体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

量。另外，根据国家在 2019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可以看到，建设健

康信息化服务体系，其中要完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等，尤其重点指出在未来 15 年

里，科技创新将为提高健康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3. 我国智慧医疗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分析 

结合前文统计的高频关键词和突现词，排除“智慧医疗”主题外，总结出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在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外，还有对智慧医院建设、管理和发展，结合有关文献，本文将这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归

纳与总结。 

4.3.1. 智慧医院的建设发展 
传统的医院门诊和住院流程存在许多弊端和落后[4]，智慧医院的建设不仅提升了医院的整体服务质

量，并且有效地提高了医院的管理水平，通过互联网加强药品的协同监管[5]，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
要建设高度信息化的智慧医院，推动医疗质量与网络信息平台智慧化运行,实现医院智慧化管理[6]。充分

实现以患者为中心，不断提升公共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7]。尤其是在疫情防控阶段，智慧医院的建

设大大促进了我国传染病防治以及医院常态化管理。动态监测传染病[8]的同时却也存在着一些较为欠缺

的地方，在智慧医院长期规划建设下，对于其中医院信息化的管理存在问题，大大影响着我国智慧医疗

的发展[9]。针对智慧医院的建设，提出了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加强院内一体化的智慧

医疗系统，完善医院区域内智慧医疗网络建设，充分利用医院之间的系统数据[10]。 

4.3.2.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兴科技产业不断发展，推动了智慧医疗的发展，其中人工智能技术也被

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之中[11]，形成了临床辅助诊断现象，实现医疗方案推荐的实际应用场景[12]。为响

应“健康中国”战略目标，鼓励人工智能应用到医疗领域[13]，实现了医疗科技和产业创新的结合，为我

国智慧医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断提升我国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为民生福祉提供了重

要保证[14]。“人工智能 + 医疗”在各个环节和科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中医学发展为例，建设规范

标定的病例数据集，并且通过数据体系的采集和模拟算法，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形成系统有效的机器学习

[15]，是一种有效便捷的中医学习途径。目前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进行探索，对人工智能下的医疗进行

战略部署，采用分层次、多维度的治理体系，结合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治理方面的具体措施建议

(2020~2035 年)，形成有效的标准体系，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16]。 

4.3.3. 医疗信息的普遍推广 
我国医疗信息发展将近 20 年，但区域医疗服务云平台仍然处于发展阶段[17]，为缓解“信息孤岛”

问题，提升云平台建设，构建合理的医疗信息平台，是发展智慧医疗和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2018 年卫健委提出，要加快医疗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电子健康信息档案的数据[18]，使

得医疗健康信息治理发展的目标不断深化。同时，在区域一体化发展形势下，智慧医疗逐步突破了空间、

时间的束缚，智慧化观念得到深化，实现了医疗信息档案共享、医疗资源互通的局面[19]。在建设健康档

案区域信息平台的过程中，实现患者与医疗人员、医疗机构以及医疗设备之间的联系，形成信息化，通

过互联网、可穿戴设备、大数据等方式[20]，医疗机构能够快捷有效地掌握公民健康状况，合理利用医疗

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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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智慧医疗难点与对策 
智慧医疗成为当今时代最热门的医疗产业，弥补了传统医疗的不足和缺陷的同时，提高了我国整体

医疗服务水平。在发展智慧医疗的过程当中，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引领之外，最重要的还要依靠技术手段。

目前在发展智慧医疗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难点和堵点。在智慧医院建设当中，会存在医院管理者的轻视现

象，出现“重硬轻软”[21]的现象，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人才和技术人才，在在医疗服务建设方面投入较

少，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建设技术缺乏专业培养，信息整合程度低，使用效率低[22]，使得智慧医疗的建

设受到阻碍。因此在智慧医疗建设发展中，要加快智慧医疗建设落地，完善智慧医疗信息平台的建设、

实现医疗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共享、形成市场和公共效益的价值链闭环[23]，结合全球智慧医疗发展趋势，

要不断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将智能技术和医疗相结合，同时要注重智慧医疗的法律监督[24]，健全法制

保障，注重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保障隐私安全，坚持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 

4.4. 我国智慧医疗的发展趋势 

智慧医疗作为提高我国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为传染病和慢性病提供了新的治疗管理模式

[25]，李春林(2021) [26]指出我国智慧医疗进一步加深医疗大数据的安全化和应用，同时朝着智能化发展。

另外杨一童[27] (2020)也认为我国智慧医疗在未来发展中加入政府的宏观调控，扩大信息共享。并结合智

慧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聚类图，本文认为我国智慧医疗的发展将有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医疗健康信息实现共享。在《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提出，实现医疗健康信息互通共享

目标，在医疗机构之间，实现电子健康病例的以及患者检查项目报告的共享，在不同级的医院之间，完

善转诊制度，发展远程医疗技术。而与管理部门之间，要实现实时的数据监控和信息上报等情况。而在

社区和家庭医生制度中，要实时与医院和医疗机构形成完善的健康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居民在家中的健

康能够得到有效快捷地保障。在 5G 技术不断发展的社会，将信息和医疗服务相结合，实现医疗健康信

息的共享，大力发展对医疗信息的云计算以及雾计算，展现信息技术对传统医疗产业的变革以及智慧医

疗所体现的创新能力[28]。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融合。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及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生命健康产业，人工

智能已经成为医疗领域最重要的角色，相比人类智慧，人工智能在计算、处理和运用上都十分优秀，而

人类智慧有着感知的能力，所以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提出了“混合智能”[29]的概念，将人类智慧融入人

工智能当中，以人类的价值作为参考，目的是为人类服务。可以将医疗临床过程融入人工智能当中，通

过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好更快的专业诊断，实现独立诊断，但同时，也有专业的医疗人员

参与，依靠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判断和确定，从而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最后，多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智慧医疗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交互作用和协调功能，满足了居民不

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同时各个主体之间也承担不同的职能和作用，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29]。政

府健康医疗管理部门负责智慧医疗资源和的配置和运营，而医疗机构作为智慧医疗运行的重要载体，提

供相应的医疗服务，而居民作为智慧医疗服务的享受者，却也需要承担着监督的作用。多元主体的参与，

可以使得我国智慧医疗在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完善细节和内容，政府加强智慧医疗建设的宏观调控[30]，
协同管理和治理智慧医疗，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智慧医疗生态系统，促进我国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提高

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5.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只对中国知网进行了搜索，没有对其他国内数据库进行可视化分

析，可能使一些文献遗漏；另外本文探寻我国智慧医疗区，缺少与国外智慧医疗进行比较，在之后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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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当中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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