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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SARS爆发后，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中国各领域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的文献。

为了揭示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现状与趋势，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中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

CSSCI和CSCDs数据库2003~2021年公共卫生事件领域共1195篇有效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 根据

发文量，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 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局部合作，但总体合作交流较少；

3) 研究作者之间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目前共有7个大小不等的研究团队；4) 研究热点包括新

冠肺炎、应急管理、网络舆情、疫情防控等方面。本文意图通过文献计量为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提供一定

的参考。 
 
关键词 

公共卫生事件，CiteSpace，可视化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s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in Chin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s 

Xi L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ug. 19th, 2023; accepted: Oct. 3rd, 2023; published: Oct. 12th, 2023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SARS, public health event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 various fields in China, and have generated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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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veal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analyze a total of 1195 valid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in CNKI’s SCI source 
journals, EI source journals, CSSCI and CSCDs databases from 2003 to 2021. The findings are as fol-
lows: 1)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documents, the study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2) There is partial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but the over-
al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s less; 3) There is no stro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tudy authors, 
and there are currently 7 research teams of varying sizes; 4)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COVID-19, 
emergency management,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through literatur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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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卫生事件是常见的突发公共事件之一[1]。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复杂性，会对环

境、经济甚至社会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2]。2003 年 SARS 爆发后，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3]，将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到国家层面，同时，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从以前应对

“单灾种”为主开始向以“一案三制”即预案体系、体制建设、机制建设、法制建设为核心的应急管

理体系过渡。而 2020 年初新冠疫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证明有关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

仍需进一步完善。 
本文借助 CiteSpace，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文献的发文量、研究机构、

研究作者、关键词进行系统性分析，从而突出研究热点，跟踪新兴趋势，以期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的科

学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国内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形成了不少学术成果。盛方富等[4]、杨子晖等[5]、吴婷婷

等[6]学者探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重点研究了新冠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

的冲击。欧阳桃花等[7]、孙梅等[3]、李雪峰[8]学者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构建，提出了

疫情管理的整体框架，并重构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陈雅赛[9]、杜泽等[10]、李明洁[11]学者关注在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发现谣言传播趋势与政府信息公开程度有关，政府对谣言的准确

回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谣言的蔓延。 
CiteSpace 是一款基于 Java 语言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它能可视化地展现该领域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

也可以预测领域发展前沿[12]。2006 年版本更新后，陈超美教授系统介绍了该软件的概念模型和功能，

并以大规模生物种群灭绝和恐怖主义两个经典案例进行软件分析检验[13]。现如今，CiteSpace 软件在不

断完善，数据处理能力不断增强，用户遍及全球，是文献分析中最具影响力的信息可视化软件[14]。 
CiteSpace 软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汤志伟等基于 CSSCI 数据库中公共安全有关文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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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软件对公共安全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分析[15]。杨月巧等运

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知识图谱，分析了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16]。都率等整理了公共

卫生领域与应急管理风险沟通有关的中文文献，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分析研究作者、研究机构、研究热点

和研究趋势[17]。嵇小倩等以 Web of Science 和 CNKI 为数据库，对公共卫生人员培训文献研究情况进行

了可视化分析[18]。 
综上所述，学者对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了很多研究，为了解国内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本

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3~2021 年 CNKI 数据库中 1195 篇公共卫生事件期刊论文进行分析，系统整

理了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热点与和研究趋势，以期为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3.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以 CNKI 数据库中的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CSSCI 和 CSCD 作为样本文献的数据来源，

在高级检索中通过主题检索“公共卫生事件”，检索出 1367 篇文献，末次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了提高文献分析的质量与精度，本文逐条阅读文献，剔除编者絮语、征稿、书评等无作者文献和

与研究无关文献，获得 1195 篇有效样本文献，并将上述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入 CiteSpace 软件中，作

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3.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陈超美教授团队[19]研发的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进行分析。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目标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到了各种知识图谱，对国内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

聚类和突显等可视化分析，探寻国内学者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情况和研究趋势。在 CiteSpace 参数界面

中，将时间区间(Time Slicing)设置为 2003~2021；将时间切片设置为 1；在修剪(Pruning)选项中选择

“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选择具体节点类型进行可

视化分析页面。 

4. 结果分析 

4.1. 文献总体趋势 

因 SARS 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领域才逐渐受到我国学者重视。通过对 CNKI 数据库的检索，

发现 2003 年前没有相关文章，因此本文的研究区间是 2003~2021 年。 
时间分布图谱体现出学科领域发文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直接反映学科领域研究热度的变化情况。

由图 1 可知，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2003 年以前属于缓慢发展阶段，相关研究较少；

2003~2010 年属于发展期，受到 SARS、手足口病、甲型 H1N1 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始增

加对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关注度，文献数量逐年增多；2011~2019 年属于波动下滑阶段，由于我国医疗

设施逐渐完善，这个阶段没有出现影响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发文量整体呈下降趋势；2020~2021 属于

爆发阶段，由于 2020 年初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来袭，更多学者被吸引至公共卫生事件领域，文章呈爆发

式增长。根据表 1，我国公共卫生事件涵盖公共卫生、情报学、护理学、新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

研究内容。 
这证明：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会促进本领域的研究成果产生，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学者对该

领域的关注度较高，结束后研究热度会逐渐降低。这主要是因为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社会产生了重要

影响，使得科学研究发展进步，如病毒溯源、病毒传播机理、应对措施等。此外，学者可以收集重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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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事件发生、演变、防控的研究素材。 
 

 
Figure 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year for public health events 
图 1. 公共卫生事件各年度发文量趋势 
 
Table 1. Publication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literature in China’s journals 
表 1. 我国期刊发表公共卫生事件文献情况 

序号 期刊 影响因子 篇数 序号 期刊 影响因子 篇数 

1 中国公共卫生 2.740 48 11 疾病监测 1.765 12 

2 图书情报工作 3.390 30 12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3.391 12 

3 情报理论与实践 3.676 27 13 新闻与写作 2.931 12 

4 现代情报 3.943 18 14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901 12 

5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240 17 15 护理学杂志 2.427 11 

6 情报科学 3.853 13 16 中国工程科学 3.710 11 

7 人民论坛 1.461 13 17 电子政务 7.278 10 

8 中国行政管理 6.058 13 18 新闻爱好者 1.307 10 

9 中华护理杂志 3.586 13 19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334 10 

10 城市规划 5.090 12 20 中国护理管理 2.508 10 

4.2. 发文机构分析 

为了探索机构间的合作关系，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1195 条文献中的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将

时间区间(Time Slicing)设置为 2003~2021 年，时间切片设置为 1 年，生成的机构网络图谱如图 2 所示，

一共有 270 个节点和 231 个链接，网络密度为 0.0064。这表明虽然研究公共卫生事件的机构较多，但是

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主要有北京交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央财经大学等机构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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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图 2.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ure 3.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图 3.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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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作者分析 

为探索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了解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本文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分

析(如图 3)。由图 3 可得，一共有 309 个节点，410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86，说明作者网络中只有 0.86%
的潜在关系，这表明在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作者之间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根据图 3，目前一共

形成了 7 个大小不等的研究团队：以王晰巍团队、安璐团队为代表进行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治理研究；

以刘伟团队、孙梅团队、周文竹团队为代表进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以涂文校团队、倪大新团

队为代表进行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研究。这些团队的研究成果较多，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做出了重

要贡献。 

5. 研究现状分析 

5.1. 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反映了论文的核心和重点，对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简洁性[12]。本文利用 CiteSpace
中的提取算法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公共卫生事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分析图 4 可得：1) 一
共有 312 个节点、477 条边，网络密度为 0.0098，这说明公共卫生事件研究领域广泛；2) 位于图谱中心

位置且节点较大的关键词有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疫情防控等，这说

明这些关键词的共现频率较高，与邻近的关键词相关性较强，同时也表明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主要围绕这

些关键词进行研究。 
高频关键词通常反映了研究领域的当前问题和前沿趋势[20]。因此，对文献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

可以快速有效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选取了频次大于等于 10 的关键词进一步分析，表 2 列出了前

40 个关键词。中心度大于 0.1 关键词包括公共卫生(0.26)、突发事件(0.21)、应急管理(0.23)、新冠肺炎(0.22)、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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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0.19)，词频分别高达 133 次、114 次、103 次、74 次、45 次。可见，研究公共卫生事件的学者

主要关注应急管理和疫情防控等方面，而大数据、社会治理、网络谣言、网络舆情是目前学者关注的热

点。此外，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冠肺炎有高达 74 次的出现频率，说明其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for public health event studies 
表 2. 公共卫生事件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频次 首次出现年份 序号 关键词 中心度 频次 首次出现年份 

1 公共卫生 0.26 133 2003 21 信息主体 0.00 17 2003 

2 突发事件 0.21 114 2003 22 共现分析 0.00 17 2003 

3 应急管理 0.23 103 2003 23 信息协同 0.00 17 2003 

4 新冠肺炎 0.22 74 2020 24 几点体会 0.00 17 2003 

5 影响因素 0.09 50 2003 25 公私协同 0.00 17 2003 

6 社交媒体 0.02 48 2003 26 信息传递 0.00 17 2003 

7 情感分析 0.02 48 2003 27 医疗物资 0.04 17 2003 

8 疫情防控 0.19 45 2020 28 区块链 0.00 16 2003 

9 随机需求 0.00 36 2003 29 分配方案 0.00 16 2003 

10 新冠疫情 0.04 28 2020 30 医疗废物 0.00 15 2003 

11 主题演化 0.01 23 2003 31 社会治理 0.04 15 2020 

12 健康信息 0.00 22 2003 32 网络谣言 0.02 14 2020 

13 网络舆情 0.07 20 2017 33 应急服务 0.00 13 2020 

14 传染病 0.08 20 2003 34 危机管理 0.02 13 2003 

15 主题挖掘 0.00 19 2003 35 疫情 0.02 13 2020 

16 关键要素 0.00 18 2003 36 南京市 0.00 12 2003 

17 人口密度 0.00 17 2003 37 应急能力 0.04 12 2009 

18 位置服务 0.00 17 2003 38 风险评估 0.00 11 2021 

19 公共交通 0.00 17 2003 39 大数据 0.01 10 2020 

20 储备量 0.00 17 2003 40 图书馆 0.02 10 2020 

5.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聚类结构[21]。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聚

类，共得到 10 个关键词类别(图 5)。根据这些结果，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五类研究。 
1) “#0 突发事件”聚类中包含全球健康、卫生部、应急平台等关键词。由图 4 可知，“突发事件”

作为涉及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一个大节点出现，涵盖的研究范围较大。2003 年 SARS 爆发后，中国媒体

和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而近两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话

题。 
2) “#1 情感分析”、“#8 微博”、“#5 健康传播”和“#9 主题挖掘”聚类中包含网络舆情、舆情

信息、传播效果、情绪、伦理等关键词。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公共卫生事件的途径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微博是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工具之一，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信息是通过微博

传播的，而舆情信息的传播与民众情绪、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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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3) “#2 新冠疫情”和“#3 疫情防控”聚类中包含多元参与、教学管理、共享平台等关键词。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破坏了公共卫生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

慌。此外，面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建立多元化的应急体系至关重要。 
4) “#4 应急管理”和“#7 危机管理”聚类中包括指标体系、风险评估、应急管理机制等关键词，

表明自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建设后，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是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其研

究内容主要涉及管理体制、管理模式、管理法治化等方面。 
5) “#6 分配方案”聚类中包括储备量、医疗物资、供应链等关键词，表明分配方案也是公共卫生事

件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疗物资、生活物资比较紧张，如何在物资短缺的情

况下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也是公共卫生事件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6. 研究趋势分析 

表 3 为公共卫生事件关键词突现表。突显词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被引用次数或出现次数突然增加的关

键词。关键词突显分析可以识别和探索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研究前沿和最新趋势。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突显分析，在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一共突显了 20 个关键词。 

2003~2007 年，属于“一案三制”为中心的理论建构阶段，这一阶段以“危机管理”、“处置能力”、

“情感分析”、“多主体”、“人民政府”等关键词为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索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研

究领域，研究了政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构建了应急管理的管理体系[22] [23]。随着理论体系

的不断完善，学者们逐渐由研究理论逐渐转向具体实施途径，如多主体模式[24]。这些研究成果促进国家

建设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体系、管理体系以及保障机制。 
2008~2013 年是属于以应急管理为中心的实践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以“事故灾难”、“医学救援”、

“H7N9”、“传播”等关键词为主。学者们研究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疾病及其传播、医疗救援等，进一步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779


李羲 
 

 

DOI: 10.12677/ass.2023.1210779 5691 社会科学前沿 
 

拓展了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内容。此外，部分学者将互联网与公共卫生事件结合在一起，探讨了公共卫

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促进国家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体系的构建[25]。 
2014~2019 年是属于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中心的舆情治理阶段，这一阶段以“微博”、“网络舆情”、

“社交媒体”等关键词为主。互联网带动了以微博为首的各种社交媒体的发展，网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发表各种信息或宣泄情绪。然而网上的信息杂乱、传播广泛、真假难辨，舆论形成速度快，如果不及时

解决，可能会造成社会恐慌，扰乱公共秩序[26] [27]。 
2020~2021 年是属于以人类卫生共同体理念为中心的全球治理阶段，这一阶段以“公共治理”、“应

急策略”等关键词为主。部分学者以疫情防控为例，提出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途径[28]。随

着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爆发，疫情防控工作逐渐全球化，全球公共卫生面临巨大考验。 
 
Table 3. Keyword outburst table 
表 3. 关键词突现表 

关键词 出现年 突现强度 作为前沿的起始年 作为前沿的终止年 2003~2021 

危机管理 2003 1.39 2003 2004 ▃▃▂▂▂▂▂▂▂▂▂▂▂▂▂▂▂▂▂ 

卫生部 2003 1.23 2003 2005 ▃▃▃▂▂▂▂▂▂▂▂▂▂▂▂▂▂▂▂ 

城乡规划 2003 2.69 2004 2008 ▂▃▃▃▃▃▂▂▂▂▂▂▂▂▂▂▂▂▂ 

处置能力 2003 2.26 2004 2008 ▂▃▃▃▃▃▂▂▂▂▂▂▂▂▂▂▂▂▂ 

多主体 2003 1.77 2004 2007 ▂▃▃▃▃▂▂▂▂▂▂▂▂▂▂▂▂▂▂ 

情感分析 2003 0.68 2004 2008 ▂▃▃▃▃▃▂▂▂▂▂▂▂▂▂▂▂▂▂ 

人民政府 2003 1.28 2007 2008 ▂▂▂▂▃▃▂▂▂▂▂▂▂▂▂▂▂▂▂ 

事故灾难 2003 1.09 2008 2012 ▂▂▂▂▂▃▃▃▃▃▂▂▂▂▂▂▂▂▂ 

医学救援 2003 1.14 2009 2012 ▂▂▂▂▂▂▃▃▃▃▂▂▂▂▂▂▂▂▂ 

互联网 2003 1.02 2010 2015 ▂▂▂▂▂▂▂▃▃▃▃▃▃▂▂▂▂▂▂ 

流行病学 2003 3.01 2013 2015 ▂▂▂▂▂▂▂▂▂▂▃▃▃▂▂▂▂▂▂ 

传播 2003 1.15 2013 2016 ▂▂▂▂▂▂▂▂▂▂▃▃▃▃▂▂▂▂▂ 

H7N9 2003 1.02 2013 2018 ▂▂▂▂▂▂▂▂▂▂▃▃▃▃▃▃▂▂▂ 

区块链 2003 1.34 2014 2019 ▂▂▂▂▂▂▂▂▂▂▂▃▃▃▃▃▂▂▂ 

微博 2003 1.34 2014 2019 ▂▂▂▂▂▂▂▂▂▂▂▃▃▃▃▃▃▂▂ 

网络舆情 2003 1.03 2014 2019 ▂▂▂▂▂▂▂▂▂▂▂▃▃▃▃▃▃▃▂ 

社交媒体 2003 1.46 2018 2019 ▂▂▂▂▂▂▂▂▂▂▂▂▂▂▂▃▃▂▂ 

医疗机构 2003 1.27 2018 2019 ▂▂▂▂▂▂▂▂▂▂▂▂▂▂▂▃▃▂▂ 

公共治理 2003 0.87 2018 2021 ▂▂▂▂▂▂▂▂▂▂▂▂▂▂▂▃▃▃▃ 

应急策略 2003 1.28 2019 2021 ▂▂▂▂▂▂▂▂▂▂▂▂▂▂▂▂▃▃▃ 

7. 研究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CNKI 核心数据库，通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3~2021 年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现状

和趋势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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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共卫生事件领域深受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公共卫生事件的发文量因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而变化。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使得该领域的关注程度提高，国内学者的发文量增加，而公共卫生事件结

束，发文量也会随之减少。 
第二，在研究机构合作关系和文献影响力方面，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多点开花的特

征，机构间的研究合作整体分散，局部合作。从发文量前二十的学术期刊可以看出，目前公共卫生事件

研究存在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涉及情报学、护理学、新闻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 
第三，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主要以应急管理、网络舆情、新冠疫情、疫情防控等为研究热点。由关键

突显结果显示，公共卫生事件研究起初关注于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应急管理、医疗救援等方面。由于

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舆情、社交媒体等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近些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巨大影响，研究者

着重于新冠疫情、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7.2. 研究建议 

第一，促进多学科融合。虽然目前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研究开展时间较晚，发文量不高，但近

几年研究发展较快，紧跟社会热点问题。为丰富公共卫生事件领域的相关研究，应该加强与情报学、新

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完善理论框架。 
第二，加强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高校，机构之间的

合作交流较少，研究合作独立且分散。因此，未来应加强机构间的合作，拓宽研究领域，促进科研创新。 
第三，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公共卫生事件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容易

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医疗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如何改进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体系，提高应急管理体系的承载力，将成为公共卫生事

件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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