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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and death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and the hos-
pitalization rate of AMI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levant research li-
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diagnosis, treatment, prognosis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no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relevant literatures. Therefore, the use of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analyz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is more conducive to grasp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lated diseases and judg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has great signi-
ficance for the prognosis of future diseases. Based o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high-cited literature on acute ST-segment eleva-
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make a clearer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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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冠心病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将持续增加，AMI住院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国内外有很多相关研究文

献就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预后及相关危险因素等进行研究，但尚无

学者对所有相关文献自身的特征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因此，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研究，更有利于掌握相关疾病的研究现状及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将来疾病的预后也有很大的意义。

本着对疾病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将对国内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相关高被引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

便做出更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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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近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人群冠心病死亡在总死亡中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8.6%增加至 2013 年的 15.2%；同期，冠心病死亡在所有心血管疾病死亡中的比例由 29%增加

至 37%。该研究估算，2013 年中国冠心病死亡总人数为 139.4 万，较 1990 年冠心病死亡人数增加了 90%。

一项国际合作研究估计，2016 年中国 AMI 的发病人数已达 400 万左右，预计 2030 年 AMI 年发病人数将

达到约 610 万。多项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我国冠心病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将持续增加，

AMI 住院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国内外有很多相关研究文献就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病因、发病机

制、诊断、治疗、预后及相关危险因素等进行研究，但尚无学者对所有相关文献自身的特征进行相关分

析研究，因此，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更有利于掌握相关疾病的研究现状及

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将来疾病的预后也有很大的意义。本着对疾病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将对国内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相关高被引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便做出更明确的结论。 

2. 文献与方法 

2.1. 文献获取 

筛选条件：选 2018 年新版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于 2018 年 11 月 24 日，用模糊匹配，

发表时间(1980-01-01, 2018-11-01)并且((主题 =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或者题名 = 急性ST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或者中英文扩展(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中英文对照))或者((关键词 =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或者 Keyword = 中英文扩展(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英文对照))并且(关键词 = 溶栓治疗或者

Keyword = 中英文扩展(溶栓治疗，中英文对照)))) (模糊匹配)。 
排除标准：排除重复被引用的文献。 

2.2. 高被引文献确定 

借用普赖斯定律确定核心机构的方法，被引频次 0.749 maxN η= 以上的文献为高被引文献。其中

ηmax，为最高被引频次。结果 ηmax = 88，N =7.03，即被引频次≥8的文献为高被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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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标及统计 

改手工。交叉重复和一稿多投的文献，只保留被引频次最高者，并入相应剔除文献的被引频次。将

期刊名称、发表年份、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关键词、基金名称、被引频次输入 Excel 2018，校对无误

后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一般结果 

CNKI含1980~2018年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文献8022篇。其中，被引文献2000篇，占24.93%，

总被引 13261 次，篇均被引 1.65 次；高被引文献[1]-[291] 497 篇，占总文献 6.20%、总被引文献 24.85%。

纳入统计 497 篇，累计被引 7907 次(占总被引 59.63%)，篇均被引 15.91 次。其中，330 篇被引 8~14 次，

占 66.40%；72 篇被引 15~20 次，占 14.49%；44 篇被引 21~25 次，占 8.85%；32 篇被引 26~30 次，占 6.44%；

9 篇被引 31~35 次，占 1.81%；10 篇被引 36~45 次，占 1.43%；9 篇被引 46~75 次，占 1.81%；2 篇被引

76~86 次，占 0.40%；1 篇被引≥87 次，占 0.20%。 

3.2. 发表年份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最早见于 2001 年，2001~2005 年基本无增长，最高发表 6 篇，

年均发表 2.8 篇；2006~2009 年呈上升趋势，年均发表文献 16.25 篇；2010~2014 年增长趋势显著，至 2014
年达峰值 93 篇，此后迅速逐年下降至 2017 年的 7 篇，年均发表文献 52.25 篇，说明在 2010~2014 年期

间，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献。此外 2018 年

发表文献并未被引用，考虑为新发文献，它的引用价值需要进一步去验证，见图 1。 
 

 
Figure 1. CNKI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high cited literature annual distribution 
图 1. CNKI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年度分布 

3.3. 载文期刊 

497 篇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来自 152 种期刊，总载文比 3.27。表 1 显示，《中国老

年学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中国全科医学》、《中国循环杂志》、《山东医药》的文

献数依次居前 5 位，《中国循环杂志》、《中国全科医学》、《中国老年学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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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的总被引频次依次居前 5 位，《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国循环杂

志》、《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中国全科医学》、《解放军医学杂志》的篇均被引频次依次居

前 5 位，说明这 5 种期刊受到的广大学者的认可，尤其受到心血管相关专业人士的认可，给临床工作人

员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临床指南来指导实践临床工作。《中国老年学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中国全科医学》、《中国循环杂志》、《山东医药》共载文 126 篇，累计被引 2256 次，占高被引文献

25.35%、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 28.53%，提示学者在这 5 中期刊中发表的文章最多，最受大家关注，见

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high-cited literature,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and frequency of citations of CNKI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表 1. CNKI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的期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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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老年学杂志 30 1 496 3 16.53 8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29 2 464 4 16.00 9 

中国全科医学 26 3 505 2 19.42 4 

中国循环杂志 25 4 559 1 22.36 2 

山东医药 16 5 232 7 14.50 13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15 6 229 8 15.27 12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13 7 164 10 12.62 16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13 8 278 6 21.38 3 

中国医药导报 10 9 158 11 15.80 10 

实用医学杂志 10 10 157 12 15.70 11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10 11 97 15 9.70 17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9 12 165 9 18.33 6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8 13 282 5 35.25 1 

中国心血管杂志 7 14 122 14 17.43 7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7 15 95 16 13.57 14 

解放军医学杂志 7 16 130 13 18.57 5 

重庆医学 6 17 80 17 13.33 15 

3.4. 文献作者 

497 篇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涉及作者 1822 人次。其中，署名 8 次 2 人，署名 7 次 1
人，署名 6 次 6 人，署名 5 次 10 人，署名 4 次 15 次，署名 3 次 62 次，署名 2 次 167 次，署名 1 次 1559
人，独撰 71 篇，占 14.29%；2 人合作 73 篇，占 14.69%；3 人合作 68 篇，占 13.68%；4 人合作 50 篇，

占 10.06%；5 人合作 59 篇，占 11.87%；6 人合作 59 篇，占 11.87%；7 人合作 40 篇，占 8.05%；8 人合

作 26 篇，占 5.23%；9 人合作 24 篇，占 4.83%；10 人合作 10 篇，占 2.01%；10 以上合作 13 篇，占 2.62%。

累计合作 389 篇，总合作率 78.27%，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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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uthor distribution of high cited literature about CNKI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表 2. CNKI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作者分布 

署名数 作者姓名 

8 韩雅玲、杨跃进 

7 华琦 

6 霍勇、沈卫峰、王春梅、王乐丰、徐立、杨新春 

5 曹树军、陈纪林、葛永贵、郭金成、荆全民、李广平、李惟铭、吕树铮、乔树宾、王红石 

4 胡大一、胡硕强、金泽宁、李莉、李毅、刘健、倪祝华、陶贵周、王耿、王守力、王文斌、向定成、颜红兵、

张明亮、张瑞岩 

3 

艾辉、曾秋棠、陈坚、陈明、陈韵岱、丁世芳、段天兵、付强、傅向华、甘剑挺、高润霖、高炜、何胜虎、姜

铁民、李静、李南、李平、李颖、连勇、梁祥文、廖玉华、刘东霞、刘海伟、刘利峰、刘莉、刘瑛琪、刘震宇、

吕吉元、马颖艳、马长生、孟帅、沈珠军、宋现涛、王斌、王冬梅、王海昌、王金波、王军、王伟民、王勇、

王正东、魏鹏、吴元、许骥、许敏、薛永利、杨庭树、杨艳敏、叶慧明、殷实、张大鹏、张金霞、张奇、张倩、

张荣林、张抒扬、张银、张勇、赵蓓、赵京涛、赵昕、朱小玲 

3.5. 作者机构 

剔除一篇英文文献，将 n 人合作的文献每人计 1/n 篇、大学附属医院的文献计入相应大学、并校前

的文献计入并校后相应大学、机构更名前的文献计入更名后机构，496 篇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高

被引文献共涉及机构 395 个。其中，医院 288 个(72.91%)，大学 69 个(17.47%)，军队医院 35 个(8.86%)，
医学院 22 个(5.57%)，研究所 5 个(1.27%)，重点实验室 4 个(1.01%)，企业公司 4 个(1.01%)，卫生院 3
个(0.76%)，科学院 3 个(0.76%)，急救中心 2 个(0.51%)。其中，大学 20 个、学院 3 个、科学院 1 个，依

次占 83.33%、12.5%、4.17%。其中，首都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数最多，将附属医院的文献都计入首都医

科大学，最终最高产发文机构为首都医科大学，共 12 篇。剔除附属医院数较多的情况下，中国医学科学

院成为最高产的发文机构。署有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方

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的文献数居前 6 位，依次为 12 篇、5 篇、5 篇、5 篇、5 篇、5 篇。其中，除中

国医学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外，其余均为医学类大学。署名文献数 ≥ 3 中，医学科学院有 1 所，医学类

院校有 15 所，综合类大学有 7 所，见表 3。 
 
Table 3. Cor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of high cited literature about CNKI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表 3. CNKI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的核心发文机构 

机构名称 署名文献数 机构名称 署名文献数 

首都医科大学 12 东南大学 4 

中国医学科学院 5 第二军医大学 4 

天津医科大学 5 中山大学 3 

上海交通大学 5 苏州大学 3 

南方医科大学 5 山东大学 3 

安徽医科大学 5 南京医科大学 3 

郑州大学 4 哈尔滨医科大学 3 

山西医科大学 4 广东医学院 3 

辽宁医学院 4 第四军医大学 3 

江苏大学 4 第三军医大学 3 

华中科技大学 4 大连医科大学 3 

河北医科大学 4 北京协和医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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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键词 

497 篇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均列有关键词 2~19 个，共涉及关键词 639 个、2203 次，

篇均关键词 4.43 个。其中，使用 2 个、3 个、4 个、5 个、6 个、7 个、8 个、9 个、10 个、11 个、12 个、

13 个、17 个、19 个关键词的文献，分别有 10 篇、157 篇、158 篇、78 篇、48 篇、21 篇、8 篇、5 篇、4
篇、3 篇、1 篇、2 篇、1 篇、1 篇，依次占 2.01%、31.59%、31.79%、15.69%、9.66%、4.23%、1.61%、

1.01%、0.80%、0.60%、0.20%、0.40%、0.20%、0.20%。关键词“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急

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替罗非班”、“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血管成形术”、“溶栓治疗”、

“经腔”、“经皮冠状动脉”、“氯吡格雷”的使用频次居前 10 位。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在现在的医

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急性 ST 段抬高型患者经此治疗方法后明显获益，介

入技术必定在将来取得更好的发展，此项新技术也将使得心内科相关诊疗技术提高到新的高度。替罗非

班新型药物的高频出现提示在冠心病、尤其是急性 ST 段心肌梗死的研究中有很高的研究热点，其疗效也

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见表 4。 
 
Table 4. Keyword distribution of high cited literature about CNKI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表 4. CNKI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数 关键词 频数 

心肌梗死 196 瑞替普酶 18 

急性心肌梗死 85 心肌梗塞 17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83 替格瑞洛 17 

替罗非班 77 STEMI 17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60 PCI 17 

血管成形术 50 阿托伐他汀 16 

溶栓治疗 37 阿司匹林 15 

经腔 34 危险因素 14 

经皮冠状动脉 34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13 

氯吡格雷 29 冠状动脉疾病 13 

预后 27 无复流 12 

ST 26 介入治疗 12 

尿激酶 24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 12 

心电图 21 盐酸替罗非班 11 

溶栓 20 心功能 11 

急性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 20 气囊 11 

ST 段抬高 20 老年人 11 

血栓抽吸 19 糖尿病 10 

冠状动脉 19 急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10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19 急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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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金类别 

在 497 篇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中，获基金支持的文献共 93 篇，占 25.15%；累计

125 项次，篇均 1.34 项次。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次、国家“十

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3 项次、广州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专项 3 项次、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项目 3 项次、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3 项次、辽宁省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2 项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 项次、广

州市科技计划专项 2 项次，见表 5。 
 
Table 5. Fund category distribution of high cited literature about CNKI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表 5. CNKI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高被引文献基金类别分布 

基金类别 频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3 

广州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专项 3 

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项目 3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3 

辽宁省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 

广州市科技计划专项 2 

4. 结论 

1)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相关研究在 2010 年以后得到了飞速的进展，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

梗死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预后及相关危险因素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研究进展； 
2) 《中国老年学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中国全科医学》、《中国循环杂志》、《山

东医药》、《中国循环杂志》、《中国全科医学》、《中国老年学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等权威核心杂志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相关最新研究均发表于主流核心杂志； 
3) 韩雅玲、杨跃进、华琦、霍勇、沈卫峰、王春梅、王乐丰、徐立、杨新春、曹树军、陈纪林、

葛永贵、郭金成、荆全民、李广平、李惟铭、吕树铮、乔树宾、王红石、胡大一、胡硕强、金泽宁、

李莉、李毅、刘健、倪祝华、陶贵周、王耿、王守力、王文斌、向定成、颜红兵、张明亮、张瑞岩等

一大批全国知名专家的相关文献得到了业内同行的广泛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极大地促进了心血管内科

的发展； 
4) 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

郑州大学、山西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江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等国内一流院校对急

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相关性研究给予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5) 关键词“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替罗非班”、“经

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血管成形术”、“溶栓治疗”、“经腔”、“经皮冠状动脉”、“氯吡格雷”

的使用频次居前 10 位。介入微创手术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相关领域的技术也在此期间得到了飞速

的进展，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介入微创手术这一技术可能取代外科手术，一枝独秀的蓬勃发展下去； 
6) 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进展离不开基金的支持，只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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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广州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专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广东省科

技计划项目等优秀的基金、项目的支持下，我们的心血管相关研究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起来，才能更

好的为人类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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