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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CNKI数据库文献检索的功能，分析艾滋病在学位论文中的研究趋势。方法：以“艾滋病”为

关键词，检索CNKI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学位授予年度为1991年至2021年的文献，确定高被引文献并进行

计量分析，描述其分布特征。结果：CNKI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共检索到1991年至2021年艾滋病相关文献

1214篇。其中，被引文献851篇，高被引文献266篇，占总文献21.91%、总被引文献31.26%。高被引

论文最早见于2003年，2004~2008年曲线呈上升趋势，2008年峰值达28篇，至2016年期间起伏不定，

近年有下降趋势。高被引学位论文来自73所高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共30
篇，累计被引频次262次；华中科技大学篇均被引频次为10.08次，排名第1。结论：通过文献计量学方

法对CNKI学位论文数据库有关艾滋病的文献进行分析，可以明确相关领域研究趋势，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方向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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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trend of AIDS in dissertation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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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of CNKI database. Methods: Taking “AIDS” as the keyword, the literature of the degree 
conferring year from 1991 to 2021 in the CNKI dissertation database was searched, and th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was identified and econometrically analyzed to describe its distribution characte-
ristics. Results: A total of 1214 AIDS-related literature from 1991 to 2021 was retrieved in the 
CNKI dissertation database. Among them, 851 were cited and 266 were highly cited, accounting for 
21.91% of the total literature and 31.26% of the total cited literature. Highly cited papers were 
first seen in 2003, and the curve showed an upward trend in 2004~2008, peaked at 28 in 2008, 
and fluctuated during 2016, and has a downward trend in recent years. The highly cited disserta-
tions came from 73 universities, and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highly cited papers, with a total of 30 papers and a cumulative citation fre-
quency of 262 tim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cited 10.08 times, rank-
ing No. 1. Conclusion: The literature on AIDS in CNKI dissertation database can be analyzed by bib-
liometrics, which can clarify the research trend in related fields and provide ideas for the topic 
selection direction of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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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是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人体细胞后持续复制最终导致靶细胞耗竭的一种免疫系统缺

陷性疾病[1] [2] [3] [4]。2022 年，全球有 63 万(48 万~88 万)人死于 HIV 相关原因，新增 130 万(100 万~170
万) HIV 感染者[5]；至 2020 年，有 2750 万人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6]。目前，

AIDS 患者经过 ART 治疗后，生存时间得以延长，但治疗所导致的一系列并发症常累及到患者的身体、

心理和社会等方面[7] [8]；由于晚发现、晚治疗或未治疗、治疗失败和社会歧视等原因，AIDS 患者的全

死因死亡率仍高于普通人群[9] [10]；因此 AIDS 是仍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且在全球

所有国家持续传播[6]。2023 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公布数据显示，目前 AIDS 已夺去 4040 万

(3290 万~5130 万)人的生命，一些国家报告的新发感染呈上升趋势，而之前呈下降趋势；截至 2022 年底，

全球估计有 3900 万(3310 万~4570 万)名 HIV 感染者，其中三分之二(2560 万)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5]，中

亚和东欧感染人数持续增高[11]。至 2022 年底，我国现存 AIDS 患者 122.3 万例，2022 年新增 AIDS 患

者 10.7 万例；从 2020 年开始，新报告病例数呈下降趋势，存活病例逐年增加[12]。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

我们了解了这一领域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趋势，决定致力于艾滋病的相关研究，故本文将对 CNKI 学位

论文数据库中有关艾滋病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为学习各位前辈在该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为学

位论文的选题方向提供思路。 

1.1. 文献获取 

选新版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于 2021 年 12 月 5 日，用精确匹配，检索关键词 = “艾滋

病”、检索范围 = 学位论文、学位授予年度为 1991 年至 2021 年的文献。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3.139202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景慧 等 
 

 

DOI: 10.12677/acm.2023.1392024 14459 临床医学进展 
 

1.2. 高被引文献确定 

借用普赖斯定律确定核心机构的方法[13]，被引频次 max0.749N η= 以上的文献为高被引文献。其中

maxη 为最高被引频次。结果 maxη  = 46 [14]，N = 5.07，即被引频次 ≥ 5 的文献为高被引文献。 

1.3. 指标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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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论文来源

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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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校对无误后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结果 

CNKI 中 1991~2021 年度的艾滋病学位论文共 1214 篇，年均发表量 60.70 篇。其中，被引文献 851
篇，占 70.10%，总被引 3588 次，篇均被引 2.95 次；高被引文献 266 篇，占总文献 21.91%、总被引文献

31.26%。无一稿多投文献，纳入统计 266 篇，累计被引 2364 次(占总被引 65.89%)，篇均被引 8.89 次。

其中，5 篇被引 30~46 次，占 1.88%；7 篇被引 20~29 次，占 2.63%；59 篇被引 10~19 次，占 22.19%；

128 篇被引 6~9 次，占 48.12%；67 篇被引 5 次，占 25.19%。 

2.2. 发表年份 

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最早见于 2003 年[15]，2004~2006 年平稳增长，年均 4 篇；2007~2008 年曲

线上升，年均 23.5 篇；2008 年至峰值 28 篇后，至 2016 年期间起伏不定，年均 15.5 篇；至 2016 年的 11
篇后，逐年下降，年均 3.25 篇。见图 1。 

 

 
Figure 1. Annual analysis of highly cited dissertations on AIDS in CNKI 
图 1. CNKI 中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年度分析 

2.3. 作者单位及文献来源 

266 篇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来自 73 所高校。表 1 显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医科大学、

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的论文数依次居前 5 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复旦

大学的论文数量并列第 5，最高发表量为 30 篇，占高被引文献量的 11.28%；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

徽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的论文累计被引频次依次居前 5 位，最高累计被引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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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 262 次，占高被引文献总被引频次的 11.09%；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

广西大学的篇均被引频次依次居前 5 位。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累计被引频次为 37 次，占高被引文献

总被引频次的 1.57%，篇均被引频次 37 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篇均被引排名最靠前的为华中科技大学，篇均被引频次为 10.08 次，

排名 14，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篇均被引排名最靠后，为 8 次。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total citation and frequency of highly cited dissertations on AIDS in CNKI 
表 1. CNKI 中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的数量、总被引及篇均被引频次的来源分布 

文献来源 
文献 总被引 篇均被引 

发表量 排名 频次 排名 频次 排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 1 262 1 8.73 20 

安徽医科大学 26 2 233 2 8.96 19 

山东大学 20 3 201 3 10.05 15 

华中科技大学 12 4 121 4 10.08 14 

复旦大学 8 5 79 5 9.87 17 

北京中医药大学 8 5 64 7 8 23 

中南大学 7 6 74 6 10.57 12 

吉林大学 7 6 52 11 7.42 27 

郑州大学 7 6 50 12 7.14 29 

中国中医科学院 6 7 63 8 10.5 13 

重庆医科大学 6 7 52 11 8.66 21 

广州中医药大学 5 8 64 7 12.8 9 

第三军医大学 5 8 48 13 9.6 18 

河南中医学院 5 8 42 14 8.4 22 

北京协和医学院 5 8 38 15 7.6 25 

济南大学 5 8 38 15 7.6 25 

广西医科大学 5 8 36 17 7.2 28 

昆明医学院 5 8 34 18 6.8 31 

河南大学 5 8 32 19 6.4 34 

新疆医科大学 5 8 27 21 5.4 39 

2.4. 文献作者 

266 篇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涉及作者 265 人、署名 265 人次。其中，有一位作者发表了艾滋病相

关文献 2 篇，文献分别来源于硕士和博士数据库，作者单位均为安徽医科大学，导师为胡志，两篇文献

被引频次分别为 7 次和 10 次，总被引频次 17 次，占安徽医科大学累计被引频次的 7.3%。其中胡志为第

一导师参与指导的学位论文有 10 篇，其中指导硕士论文 7 篇，博士论文 3 篇，累计被引频次分别为 50
次和 45 次，共被引 95 次，占安徽医科大学总被引频次的 40.77%，篇均被引频次为 9.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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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献来源数据库 

266 篇高被引学术论文中博士论文来自 22 所高校，共 66 篇，博士论文累计被引频次共 746 次，篇

均被引频次 11.30 次；其中发表量、累计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 14 篇，占

博士论文量的 21.21%，累计被引 146 次，占博士论文总被引频次的 19.57%，篇均被引频次约 10.43 次，

排名第 10，篇均被引排名第 1 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 37 次。硕士论文来自 73 所高校，共 200 篇，

硕士论文累计被引频次 1618 次，篇均被引频次 8.09 次；其中安徽医科大学发表篇数、累计被引频次最

高，共 22 篇，占硕士论文量的 11%，累计被引 160 次，占硕士论文总被引频次的 9.89%，篇均被引频次

约 7.27 次，排名第 10，篇均被引排名第 1 的是四川大学，为 26 次。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ources of the number, total citation and frequency of highly cited doctoral theses on AIDS in CNKI 
表 2. CNKI 中艾滋病高被引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总被引及篇均被引频次的来源分布 

作者单位 
文献 总被引 篇均被引 

篇数 排名 累计被引 排名 篇均被引 排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 1 146 1 10.42857 10 

北京中医药大学 7 2 58 5 8.285714 14 

华中科技大学 6 3 72 3 12 9 

安徽医科大学 5 4 75 2 15 4 

广州中医药大学 5 4 64 4 12.8 7 

山东大学 4 5 49 6 12.25 8 

北京协和医学院 4 5 27 9 6.75 17 

复旦大学 3 6 42 7 14 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 7 42 7 21 2 

中南大学 2 7 19 10 9.5 12 

中国中医科学院 2 7 17 11 8.5 13 

南京中医药大学 2 7 14 12 7 1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8 37 8 37 1 

第三军医大学 1 8 17 11 17 3 

重庆医科大学 1 8 14 12 14 5 

北京大学 1 8 13 13 13 6 

中央民族大学 1 8 10 14 10 11 

第四军医大学 1 8 8 15 8 15 

吉林大学 1 8 7 16 7 16 

2.6. 关键词 

266 篇艾滋病高学位论文中均列有关键词 3~9 个，共涉及关键词 684 个、1851 次，篇均关键词 2.71
个。其中，使用 3 个、4 个、5 个、6 个、7 个、8 个、9 个关键词的文献，分别有 21 篇、89 篇、68 篇、

47 篇、19 篇、16 篇、6 篇，依次占 7.89%、33.46%、25.56%、17.67%、7.14%、6.02%、2.26%。关键词

“艾滋病”、“影响因素”、“高危行为”、“知识”、“抗病毒治疗”、“男男性行为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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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歧视”、“大学生”“效果评价”的使用频次居前 7 位。见表 3。 
 

Table 3. Keyword distribution of CNKI AIDS highly cited dissertations 
表 3. CNKI 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艾滋病 266 大学生 10 态度 8 

影响因素 26 效果评价 10 男男性行为人群 7 

高危行为 16 男男性接触者 9 预测 7 

知识 15 行为 9 暗娼 5 

抗病毒治疗 14 证候 9 流动人口 5 

男男性行为者 14 干预 8 模式 5 

健康教育 12 梅毒 8 生活质量 5 

歧视 12 女性性工作者 8 依从性 5 

2.7. 基金类别 

在 266 篇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中，获基金支持的文献共 18 篇，占总文献量的 6.77%，累计被引频

次为 161 次，占所有文献总被引量的 6.81%。其中，博士论文有 11 篇，占获基金支持文献的 61.11%，累

计被引频次 117 次，占博士论文总被引频次的 15.68%。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 2 项次、国家科

技攻关项目 3 项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次、国家自然科学项目 6 项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

次、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2 项次、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1 项次、省级基金 1 项次。 

3. 讨论 

本文借用普赖斯定律，从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的一般结果、发表年份、作者单位及文献来源、文

献作者、文献来源数据库、关键词、基金类别 7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期望明确艾滋病在高校学位论文中

的研究方向和文献价值。 
CNKI 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共检索到 1991 年至 2021 年艾滋病相关文献 1214 篇，年均发表量 60.70 篇；

其中，被引文献 851 篇，高被引文献 266 篇，占总文献 21.91%、总被引文献 31.26%。这反映了使用普赖

斯定律确定高被引文献的可行性；高被引论文最早见于 2003 年，2004~2008 年曲线呈上升趋势，2008 年

峰值达 28 篇，至 2016 年期间起伏不定，近年有下降趋势。这与郝聪颖的研究发现[11]相类似，至 2016
年艾滋病中文研究论文呈现增长后下降的趋势，说明高被引学位论文及艾滋病中文研究均面临产出更多

及更高质量论文的瓶颈。艾滋病不仅是重大传染病，更是社会及全球公共卫生亟待解决的问题，故该领

域的科学问题日渐紧急、复杂化和综合化，但多层面、多领域、多团队的科研合作减少，提高科研合作意

识、提炼艾滋病研究新兴主题有望改进这一问题[11]。这也提示我们在确立研究方向时需要明确艾滋病相

关研究的热点、难点、前沿问题，阅读高质量文献时认真思考和探究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开辟新的思路并

与其他团队建立合作交流。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文献研究的价值，反观本地研究内容，弥补研究空缺。 
高被引学位论文来自 73 所高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共 30 篇，累计被

引频次 262 次，篇均被引频次排名 2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文献累篇均被引频次 37 次，位居第一，这

与文献的发表量有关。博士论文累计被引频次共 746 次，篇均被引频次 11.30 次，篇均被引排名第 1 的

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 37 次。200 篇硕士论文累计被引频次 1618 次，篇均被引频次 8.09 次；说明博

士论文的文献价值较高，给我们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价值。266 篇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中，以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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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大学胡志为第一导师参与指导的学位论文有 10 篇，包含硕士论文 7 篇，博士论文 3 篇，累计被引频

次分别为 50 次和 45 次，占安徽医科大学总被引频次的 40.77%，篇均被引频次为 9.5 次。说明安徽医科

大学以胡志为核心的艾滋病研究团队文献价值较高，这为我们的文献拓展阅读和针对性开展技术交流合

作提供了依据。 
研究结果提示，艾滋病高被引学位论文中均列有关键词 3~9 个，共涉及关键词 684 个、1851 次，篇

均关键词 2.71 个。其中，使用 4 个关键词的文献 89 篇，占比最高。关键词结果显示相关研究集中在“艾

滋病”、“影响因素”、“高危行为”、“知识”、“抗病毒治疗”这 5 方面，说明在临床研究中艾滋

病影响因素及抗病毒治疗有较高的研究意义。此外，本研究显示艾滋病高被引文献中，获基金支持的科

研项目共 18 篇，占总文献量的 6.77%，支持率较低；这些文献的累计被引频次为 161 次，占所有文献总

被引量的 6.81%，与基金支持率持平，说明获基金支持的项目其成果价值相对较高，更值得我们关注。 
综上，我们可以从文献被引频次中明确其学术价值；通过发表年份、文献关键词、等特征，我们可

以了解研究趋势。作者单位及文献来源、文献作者、文献来源数据库可以反映艾滋病研究的主要机构，

通过这些结果为艾滋病文献拓展阅读提供支点，为研究方向提供思路。本文在检索方面仍存在不足，如

关键词可扩大搜索“AIDS”、“HIV”、“获得性免疫综合征”等，这将为文献阅读呈现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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