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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2019年CNKI中视网膜静脉阻塞相关高被引文献情况。方法：检索新版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

据库(CNKI) 1979~2019年的视网膜静脉阻塞文献，参照普赖斯定律确定高被引文献，用Excel200716
统计分析被引、年份、作者、机构、期刊、关键词、基金。结果：检出高被引文献166篇，累计被引3377
次，篇均被引18.87次；文献数在2016高峰达16篇；文献涉及作者566人、署名490人次，作者张惠容

位居第1名；作者机构涉及241个，其中院校占51.87%，最高产发文机构为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

文献来自68种期刊，总被引频次居前5位的分别是《国际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国中

医眼科杂志》、《中华眼科杂志》、《眼科新进展》，其中《国际眼科杂志》稳居文献数、总被引频次

第一名；涉及关键词421个、746次，篇均关键词3.75个，“视网膜静脉阻塞”、“黄斑水肿”、“视

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使用频次位居前3位；获基金支持的有26篇文献，占13.76%，其省级基金8项次。

结论：CNKI数据库中视网膜静脉阻塞炎高被引文献展现出以《国际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中华眼科杂志》、《眼科新进展》为权威期刊、以院校为核心发文机构、以

视网膜静脉阻塞主要研究对象、以省部级以上项目为主要资助基金的特征，以张慧蓉为代表的核心团队，

但关键词使用不够规范，资助资金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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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tinal vein occlusion in CNKI in 2019. Methods: 
Search the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Full-Text Database (CNKI) for retinal 
vein occlusion literature from 1979 to 2019, determine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with reference 
to Price’s law, and use Excel 200716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cited, year, author, institution, 
journal, and key words, fund. Results: 166 highly cited documents were detected, with a total of 
3377 citations and an average of 18.87 citations.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reached a peak of 16 
in 2016; the documents involved 566 authors and 490 signatures, and the author Zhang Huirong 
ranked first;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are involved in 241, of whic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
count for 51.87%, and the most productive and publishing institution is the Department of Oph-
thalmology, Xijing Hospita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the literature comes from 68 
journals, and the top 5 citations 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Fundus Diseases, Chi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New Advances in Ophthalmology, among whi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h-
thalmology ranks first in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the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421 keywords 
are involved 746 times, with an average of 3.75 keywords in articles, the top 3 frequency of use of 
retinal vein occlusion, macular edema and central retinal vein occlusion; 26 articles were funded, 
accounting for 13.76%, there are 8 provincial funds. Conclusion: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
tinal vein occlusion in the CNKI database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Chi-
nese Journal of Fundus Diseases, Chi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and New Advances in Ophthalmology are authoritative journals, 
with colleges as the cor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retinal vein occlu-
s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funding fund for projects above the provincial and minis-
terial level, the core team represented by Zhang Huirong, but the use of keywords is not standar-
dized enough, and the funding is too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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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视网膜静脉阻塞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眼科重症疾病，仅次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1] [2]，根据发病部位不

同可分为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和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视网膜静脉阻塞病理基础是缺血缺氧引起黄斑水

肿，甚至新生血管形成，造成视力下降特别是中心视力的下降[3] [4]。有研究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是引起黄斑水肿的主要因素，因此应用抗 VEGF 药物进行玻璃体腔注射治疗，改善视力是主要措

施[5]。药物主要是雷珠单抗和国产康柏西普，但由于两者治疗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有效性和副作用

有待深入研究[6] [7]。本研究对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有助于对视网膜静脉阻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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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进一步研究。 

2. 文献获取与方法 

2.1. 文献获取 

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选择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使用精确匹配，检索主题词 = “视网膜

静脉阻塞”、检索时间 1979 年 1 月 1 号至 2019 年 11 月 14 号。检索出发表的文献共 6892 篇。 

2.2. 高被引文献分析 

按照普莱斯定律确定核心机构的方法被引频次 maxN 0.749 η= 以上的文献为高被引文献(见附录)，公
式中的 ηmax 为最高被引频次。结果检索出 ηmax = 166，N = 9.65，即被引频次 ≥ 10 的文献被定义为高被引

文献。 

2.3. 观察指标及统计 

剔除一稿多投的文献，只保留被引频次最高者，并且剔除相应文献的被引频次。将作者姓名、机构、

发表年份、载文期刊、关键词、基金名称，输入 Excel 2016，经校对无误后进行导入分析。 

3. 结果 

3.1. 一般结果 

此次检索 1979 年~2019 年视网膜静脉阻塞的相关文献共 6892 篇文献，其中被引文献占 2000 篇，占

29.02%，高被引文献 189 篇，占总被引文献的 9.45%，累计被引 3377 次，篇均被引 18.87 次。被引 10~20
次的有 147 篇，占 77.78%；被引 21~30 次的有 29 篇，占 15.34%；31~40 次的有 9 篇，占 4.76%；41 次

以上的有 4 篇，占 2.12%。 

3.2. 发表年份 

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最早发表于 1982 年，1982~1992 年发文数量基本上呈微小增长，1992 年

达到 2 篇；1993~2016 年呈波动增长趋势，2016 年达最高发文数 15 篇，年均 0.625 篇；自 2016 年以后

呈下下降到 2017 年的 3 篇。见图 1。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f CNKI retinal vein occlusion 
图 1. CNKI 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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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献作者 

189 篇高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涉及作者 566 人，署名 490 人次，其中署名 8 次者 1 人，署名 4
次者 4 人，署名 3 次者 9 人，署名 2 次者 36 人，署名一次者 440 人。独撰 40 篇，占 21.16%；2 人合作

50 篇，占 26.46%；3 人合作 49 篇，占 25.93%；4 人合作 15 篇，占 7.94%；5 人合作 14 篇，占 7.41%；

6 人合作 10 篇，占 5.29%；7 人合作 6 篇，占 3.70%；8 人合作 3 篇，占 1.59%；9 人和 11 人各合作 1 篇，

占 0.53%。总合作 149 篇，占 78.84%。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with central retinal vein occlusion in CNKI 
表 1. CNKI 中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作者分布 

署名数 作者姓名 

8 张惠容 

4 吕林、黎晓新、惠延年、丁小燕 

3 马志中、彭清华、沈泽民、王明芳、王润生、王文吉、吴星伟、游志鹏、张卯年 

3.4. 作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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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篇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中共涉及作者机构 241
个，其中医学院校为 125 个，占 51.87%；医院为 110 个，占 45.64%；研究所 3 个，占 1.24%；杂志社 3
个，占 1.24%。最高产文机构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共 5 篇。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发文机构

文献数 ≥ 1.37 篇，共 28 个，折合发文 58.79 篇，涉及文献 74 篇。高被引文献来源最多的机构分别是第

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各 6 篇；其次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中山

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各 4 篇，见表 2。 
 

Table 2. The cor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of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on retinal vein occlusion in CNKI 
表 2. CNKI 中视网膜静脉阻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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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 6 5 

解放军总医院眼科 6 2.58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4 1.92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4 2.38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宝钢医院 3 1.33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 3 3 

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 2.5 

广东省人民医院眼科 3 2.33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眼科 3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3 3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2 2 

包头医学院 2 2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1.117482


任晓 等 
 

 

DOI: 10.12677/acm.2021.117482 3319 临床医学进展 
 

Continued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2 2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2 1.25 

河北省唐山市眼科医院 2 2 

河北医科大学沧州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院 2 2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2 

解放军总医院实验动物中心 2 2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 2 2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2 2 

山西中医学院 2 2 

陕西省西安市中医医院眼科 2 1.5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2 2 

上海医科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2 1.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 0.67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底病中心 2 0.83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2 2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2 2 

3.5. 载文期刊 

189 篇高被引文献来自 68 中刊物，其中总载文比为 2.78。表中显示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居前 5 位

的分别是《国际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志》、《中华眼科杂志》、《眼

科新进展》。篇均被引文献居前 5 位的分别是《中华眼科杂志》、《眼科研究》、《中华眼底病杂志》、

《国外医学·眼科学分册》、《广东医学》。其中《国际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国中

医眼科杂志》、《中华眼科杂志》、《眼科新进展》中高被引文献共 87 篇，占总高被引文献的 46.03%，

累加被引频次为 1783，占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的 50.80%。见表 3。 
 

Table 3.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and average citation frequency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s 
related to retinal vein occlusion in CNKI 
表 3. CNKI 中视网膜静脉阻塞相关高被引文献数量、总被引频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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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眼科杂志 25 1 458 1 18.32 7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22 2 337 3 15.32 10 

中华眼底病杂志 20 3 417 2 20.85 3 

眼科新进展 14 4 241 5 17.21 8 

临床眼科杂志 8 5 102 6 12.75 11 

中华眼科杂志 6 6 330 4 55.00 1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5 7 96 8 19.20 6 

国外医学·眼科学分册 5 7 101 7 20.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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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 4 8 50 12 12.50 12 

眼科研究 4 8 90 9 22.50 2 

眼科 4 8 67 11 16.75 9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4 8 47 13 11.75 13 

广东医学 4 8 77 10 19.25 5 

3.6. 关键词 

189 篇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共涉及关键词 421 个，累计 746 次，篇均关键词 3.75 个，均列有

关键词为 1~13 个。其中，使用 1 个关键词的共 2 篇，占 1.06%；2 个关键词的有 29 篇，占 15.34%；3
个关键词的有 63 篇，占 33.33%；4 个关键词的有 45 篇，占 23.81%；5 个关键词的有 26 篇，占 13.76%；

6 个关键词的有 9 篇，占 4.76%；7 个关键词的有 4 篇，占 2.12%；8 个关键词的有 4 篇，占 2.12%；9 个

关键词的有 3 篇，占 1.59%；10 个关键词的有 1 篇，占 0.53%；12 个关键词的有 1 篇，占 0.53%；13 个

关键词的有 2 篇，占 1.06%。“视网膜静脉阻塞”、“黄斑水肿”、“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等关键词

的使用次数居前 3 位。见表 4。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key words of central retinal vein occlusion in CNKI 
表 4. CNKI 中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视网膜静脉阻塞 108 激光光凝 13 

黄斑水肿 51 康柏西普 12 

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 20 激光 11 

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 15 激光凝固术 9 

3.7. 基金名称 

189 篇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中获基金支持的有 26 篇，占 13.76%。共有 24 项次基金项目，篇

均 0.13 次。其中 8 项省级基金项目；6 项国家自然科学金项目；3 项市级基金项目；3 项医院基金支持项

目；2 项高校博士专项科研基金项目；1 项高校基金支持，1 项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金和博士专项基金支

持。见表 5。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fund for retinal vein occlusion in CNKI 
表 5. CNKI 中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基金分布 

基金分布 项次 

省级基金项目 8 

国家自然科学金项目 6 

市级基金项目 3 

医院基金支持项目 3 

高校博士专项科研基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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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评价文献价值和判断研究趋势十分重要，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意义愈大。目前普遍认为，文献被引频

次越高，尤其他引频次越高，越具有学术价值；文献关键词、作者、年度分布等特征变化，能在不同程

度上反映研究趋势。本研究借用普赖斯定律，针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欲更加准确地提示文献价值与

研究趋势，结果显示高被引文献占总文献的 9.45%。视网膜静脉阻塞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眼科重症疾病，

治疗棘手，值得深入研究。但本研究显示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在 2016 年达到峰值，自 2016 年以

后呈下下降到 2017 年的 3 篇。这说明，关于此病的研究已经进入平台期，需要寻找新的突破。 
高被引文献的收录期刊种类和数量，不但可以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而且可以反映研究领域的宽

窄程度。当然，期刊收录的高被引论文越多越具有学术影响力，研究被越多专业期刊收录则研究领域越

宽。189 篇高被引文献来自 68 中刊物，其中总载文比为 2.78。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居前 5 位的分别是

《国际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志》、《中华眼科杂志》、《眼科新进展》。

篇均被引文献居前 5 位的分别是《中华眼科杂志》、《眼科研究》、《中华眼底病杂志》、《国外医学·眼

科学分册》、《广东医学》。 
本研究显示 189 篇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中涉及作者 566 人，署名 490 人次；涉及作者机构 241

个，其中医学院校为 125 个，占 51.87%；医院为 110 个，占 45.64%；研究所 3 个，占 1.24%；杂志社 3
个，占 1.24%。最高产文机构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共 5 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和医院应

该加大对此病的研究力度。 
关键词的数量和使用频率常可反映研究领域的变化趋势。189 篇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共涉及

关键词 421 个，累计 746 次，篇均关键词 3.75 个，均列有关键词为 1~13 个。“视网膜静脉阻塞”、“黄

斑水肿”、“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等关键词的使用次数居前 3 位。由此可以看出视网膜静脉阻塞引起

的黄斑水肿是治疗的重点突破口。 
最后，本研究显示视网膜静脉阻塞高被引文献基金支持率只有 13.76%，其中 8 项省级基金支持，6

项国家自然科学金项目；其他基金项目相对更少，说明该领域研究缺乏科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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