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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对照研究文献发表现状的分析研究———以中文护理学术期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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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１．护理学院；２．中医学院　３００１９３）

　　［摘要］　目的　系统分析中文护理学术期刊病例对照研究的发表现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以中国知网、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为数据源，计算机检索发表在中文护理学术期刊上的

病例对照研究，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纳入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结果　共纳入文献７７篇，分别发表在１７种中文护理学术期刊

上；文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文献内容涉及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和基础护理等１１个护理领域，且有２９．９％的文献获得基金支

持；作者来自１８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研究单位以临床机构为主。结论　病例对照研究逐渐受到国

内护理研究者的重视，但研究数量总体偏少，应积极开展病例对照研究，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护理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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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对照研究是试验性研究和临床试验前期理论依据的重

要来源，它被应用于病因探索、疗效评价、药物不良反应观察及

危险因素研究等众多研究领域［１３］。该方法具有病例易获取，研

究时间短且没有专科限制的优点，因此尤其适合临床护理人员

应用于护理研究。然而，有学者通过对中文护理核心期刊（来

源：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仅有７篇病例

对照研究发表［４］。迄今为止，中文护理学术期刊中病例对照研

究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尚缺乏报道，为此本文应用

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发表在中文护理学术期刊上的病例对照研究

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护理研究者提供相关研究的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以病例对照研究、病因分析、回顾性研究、对

比研究、观察临床实验、观察性研究与护理为主题词结合近义

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

服务平台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查找病例对照研究相

关文献。检索时间从建库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检索期刊限定为中

文护理学术期刊。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文献涉及研究方

法为病例对照研究；（２）文献发表在中文护理学术期刊上。排

除标准：（１）综述类、重复发表的文献，或仅有摘要和结论的文

献；（２）非中文护理学术期刊收录的病例对照研究。

１．２．２　文献筛选　由两位研究员独立进行文献检索，阅读标

题和摘要排除重复发表及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然后通

过阅读全文对剩余文献进行二次筛选；在此过程中，对纳入文

献进行交叉核对，遇到分歧时通过讨论达成共识。

１．２．３　文献计量分析　应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数据库，对纳入

文献的发表时间、期刊分布、作者单位、学历、文献涉及的研究

领域、地区分布及基金支持情况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将Ｅｘ

ｃｅｌ数据库中的数据导入ＳＰＳＳ１７．０中，对各项指标进行描述性

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根据检索策略共检索到３１１７篇文献。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最终纳入７７篇文献。文献筛

选及结果见图１。

２．２　文献分布　从期刊分布来看，病例对照研究共收录在１７

种中文护理学术期刊里，但超过一半［５３．２％（４１／７７）］的文献

发表在４种护理学术期刊上。其中，发表在《护理学报》上共

６２１５ 重庆医学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第４５卷第３６期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预防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建设项目（２０１２［１７０号］）。　作者简介：窦昊颖（１９７２－），副教授，硕士，主要从

事外科临床护理与教育研究。



１５篇（１９．５％），《护理研究》１０篇（１３．０％），《中华护理杂志》９

篇（１１．７％），《解放军护理杂志》７篇（９．１％），见表１。从年度

分布情况来看，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发文趋势见图２，其中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年共发表病例对照研究５０篇，占发文总数的６４．９％。

图１　　文献筛选过程及结果

表１　　纳入文献的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载文量（篇） 构成比（％）

《护理学报》 １５ １９．５

《护理研究》 １０ １３．０

《中华护理杂志》 ９ １１．７

《解放军护理杂志》 ７ ９．１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５ ６．５

《当代护士》 ５ ６．５

《国际护理学杂志》 ５ ６．５

《护士进修杂志》 ４ ５．２

《现代护理杂志》 ４ ５．２

《齐鲁护理杂志》 ３ ３．９

《护理学杂志》 ３ ３．９

《护理实践与研究》 ２ ２．６

《现代临床护理杂志》 １ ２．６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１ １．３

《临床护理杂志》 １ １．３

《护理管理杂志》 １ １．３

《护理与康复》 １ １．３

合计 ７７ １００．０

图２　　纳入文献的年代分布

２．３　文献涉及的研究领域　本次研究纳入的病例对照研究广

泛，涉及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及基础护理等１１个护理领域。见

表２。

表２　　纳入文献涉及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文献数量（篇） 百分比（％）

内科护理 ２０ ２６．０

　医院感染 ６ ７．８

　糖尿病 ３ ３．９

　冠心病 ２ ２．６

　其他ａ ９ １１．７

外科护理 １４ １８．２

　外科感染 ３ ３．９

　术后出血 ３ ３．９

　术后尿潴留 ２ ２．６

　其他ｂ ６ ７．８

基础护理 ９ １１．７

续表２　　纳入文献涉及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文献数量（篇） 百分比（％）

　中心静脉置管 ３ ３．９

　机械通气 ２ ２．６

　生活质量／导尿管护理／

静脉输液／压疮护理
４ ５．２

妇产科护理 ７ ９．１

　孕期环境对胎儿的影响 ２ ２．６

　其他ｃ ５ ６．５

儿科护理 ７ ９．１

　低出生体质量儿的护理 ２ ２．６

　其他ｄ ５ ６．５

老年护理 ７ ９．１

　阿尔茨海默病 ２ ２．６

　其他ｅ ５ ６．５

精神科护理ｆ ６ ７．８

肿瘤护理ｇ ３ ３．９

骨科护理ｈ ２ ２．６

护理管理（神经外科质量管理影

响因素）
１ １．３

护理教育（预测静脉输液外溢数

字模型的构建）
１ １．３

　　ａ：包括高尿酸血症与新陈代谢的关系／ＳＡＲＳ感／ＩＣＵ 综合征／深

静脉血栓非手术治疗／缺血性脑卒中／肾病合并带状疱疹／肠内营养并

发症／哮喘／ＣＯＰＤ伴呼吸衰竭；ｂ：包括重症颅脑损伤急救／ＰＩＣ术后心

血管剩留风险／维持性血液透析／泌尿外科术后护理／术后酸碱平衡紊

乱／血浆ＯｒｅｘｉｎＡ与全身麻醉术中知晓发生的关系；ｃ：包括顺产时横

向外阴侧切／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孕期贫血／妊娠期糖尿病／妊高症

与饮食的关系；ｄ：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病毒性脑炎患儿昏迷／

ＨｕｍｐｔｙＤｕｍｐｔｙ儿童跌倒／癫痫患儿跌倒、坠床／患儿皮肤破损护

理；ｅ：包括社区老年人高血压／脑卒中老人上肢静脉血栓形成／高龄髋

部骨折术后肺部感染／老年人误吸／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便秘护理；ｆ：

包括吸烟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患者感染危

险因素／青少年精神分裂症／自杀未遂患者与童年期创伤经历的关系／

抑郁症伴强迫症患者的护理对策；ｇ：包括乳腺癌复发转移影响因素／宫

颈腺癌危险因素／原发性肝癌与饮食；ｈ：包括四肢开放性骨折感染影响

因素／脊柱术后便秘与体温变化。

２．４　不同学历作者发文情况　本科学历的护理研究者发文量

最多，其次为硕士，专科学历的护理研究者发文量最少。见

表３。

表３　　不同学历作者发文情况

作者学历 发文量（狀） 百分比（％）

本科 ３８ ４９．４

硕士 １１ １４．３

专科 ９ １１．７

未标注 １９ ２４．７

合计 ７７ １００．０

２．５　作者分布　本研究纳入的７７篇文献中，有６５篇是由２

名及多名作者合作完成的，合作率为８４．４％。纳入文献共涉

及作者２５９人，以第一作者所在单位进行统计，７６名作者（其

中两篇文献第一作者均为范丽凤［５６］）来源于７０个单位。其

中，６２名（８８．６％）来自医院，仅８名（１１．４％）来自医学院校或

其他研究机构。根据第一作者所在地区进行统计，７７篇文献

分别由１８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作者完成，发文量在５篇以

上的地区分别为广东省（１６篇）、北京市（１２篇）、浙江省（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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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上海市（６篇）、陕西省（６篇）和山东省（５篇），以上６个省

市共发表５６篇，占纳入文献总数的７２．７％。

２．６　获资助情况　有２３篇（２９．９％）获得了基金支持。其中，

国家级科研基金资助３篇，教育部基金资助１篇，省级科学技

术委员会资助项目３篇，省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药基金

３篇，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资助１篇，省级自然科学基金１

篇，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资助１篇，市级各类科研基金资

助７篇，企业、院校和医院院内科研基金支持５篇，同时受两项

科研基金支持的２篇
［７８］。

３　讨　　论

　　文献计量法是将数字、统计学和文献学方法相结合，研究

科学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的一种定量方

法［９］。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能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进行总结［１０］。本次研究发现，近２３年来病例对照研究在护理

研究领域呈现一定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

３．１　病例对照研究发文量逐年增长，但文献总量依然偏

少　从文献数量变化趋势来看，病例对照研究的年发表量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共发表病例对照研究５０

篇，占发文总数的６４．９％；从作者分布来看，本次研究纳入的

文献作者来自１８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要集中在北京、广

东和上海等经济发达、学术交流较为活跃的地区。作者单位以

临床机构为主（８８．６％），文献合著率高（８４．４％），且有一定的

跨医院、跨机构和跨地区合作情况。这些都说明近年来病例对

照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已逐渐受到国内护理研究者的重视，并被

越来越多的护理研究者熟悉和掌握。然而从文献数量统计结

果来看，２３年（１９９２～２０１５）来，中文护理学术期刊共收录病例

对照研究７７篇，总体数量仍然偏少，且仅有１１．７％（９篇）的文

献收录在《中华护理杂志》中。这提示护理研究者还没有将这

一研究方法充分应用于临床护理问题的解决上，护理界尚缺乏

高质量的病例对照研究文献。目前，有研究者已系统的对国内

护理领域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学和报告学质量做出评价，并建

议护理研究者按照按照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Ｓｃａｌｅ（ＮＯＳ）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Ｅｐｉｄｅ

ｍｉ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ＯＢＥ）量表撰写病例对照研究论文，以提高其发

表论文的质量等级［１１］。

３．２　病例对照研究的研究领域仍需扩展　文献计量学研究的

目的就是要分析学科研究的现况及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

的参考［１２］。本研究表明，虽然纳入研究的７７篇文献广泛涉及

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和基础护理等１１个研究领域，但是这些文

献中除２篇（２．６％）涉及护理管理和教育外，其他均是临床护

理实践和专科护理研究，在心理护理方面的研究还属于空白。

病例对照研究这种方法本身没有专科限制，无论是基础护理还

是专科护理的研究者，抑或是管理部门的护理研究者均可以使

用这一研究方法，探索影响护理效果、干预措施或护理质量的

因素［１３］。因此，笔者建议护理研究者将病例对照研究这一研

究方法更广泛地应用于心理护理、护理管理和护理教育等研究

领域，以提高文章的刊出率。

３．３　高学历护士是开展病例对照研究的主力军　本研究结果

表明，入选文献以本科学历的作者发文量相对较多，硕士次之，

而专科学历的作者发文量相对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专科学历

的护理人员受专业教育程度较低，科研能力相对较弱，而具有

硕士、博士等学历的护理研究者总体较少有关。

３．４　病例对照研究获资助情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基金资助的

研究课题代表了各学科领域中主要的研究方向或一定时期内

的工作重点，因此获得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是评价研究群体科

研能力及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１４］。本研究结果表明，有

２９．９％（２３篇）的研究获得基金资助，且有２．６％的（２篇）研究

受到两项基金的支持，资助比例相对较高。研究发现，在２３篇

获得基金支持的文献中，２１篇（９１．３％）文献均发表于文献数

量增长趋势明显时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这一结果提示，文献

刊出数量与科研基金支持密切相关。研究经费不足往往会导

致研究者选择所需投入较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很可能就

是导致这１８年（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发表在中文护理学术期刊上

的病例对照研究数量（２７篇，占３５．１％）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病例对照研究已逐渐受到国内护理研究者的重

视，并且得到了一些科研资金支持。但仍然存在研究数量总体

偏少、研究领域分布不均衡和研究质量偏低的问题。鉴于此，

建议各地区护理研究者相互交流学习，在积极开展病例对照研

究的同时，提高基金资助的中标率，以不断提高护理研究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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