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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溃疡性结肠炎护理
相关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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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我国溃疡性结肠炎(UC)护理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为今后开展相关领域研究

提供依据。方法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建库至2020年5月7日发表的UC护理相关文献,并对发表年份、
发表期刊、发表机构、文献作者、被引情况、关键词、研究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纳入文献1

 

309篇,最早

的发表于1985年;文献来源于245个期刊、1
 

023个机构;纳入的文献共有作者2
 

095人;纳入的文献884篇有

被引用记录,文献被引率达到67.53%;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中药保留灌肠疗效观察、中医辩证施护、综合性整体

护理、UC患者自我护理、营养护理干预、互动式健康教育、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型护理方式等。
 

结论 我国UC
护理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研究期刊分布广泛、内容全面,质量整体较高,但仍需更多循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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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arry
 

out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the
 

nursing
 

related
 

researches
 

of
 

ulcera-
tive

 

colitis
 

(UC)
 

in
 

our
 

countr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in
 

the
 

future.
Methods The

 

UC
 

nursing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o
 

May
 

7,2020,an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year
 

of
 

publication,pub-
lished

 

journals,published
 

institutions,literature
 

authors,cited
 

status,key
 

words
 

and
 

research
 

contents.
Results A

 

total
 

of
 

1
 

309
 

articles
 

were
 

included,the
 

earliest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1985.The
 

literatures
 

were
 

obtained
 

from
 

245
 

journals
 

and
 

1
 

023
 

institutions;a
 

total
 

of
 

2
 

095
 

authors
 

were
 

included.A
 

total
 

of
 

884
 

includ-
ed

 

articles
 

had
 

the
 

citation
 

record,and
 

the
 

citation
 

rate
 

reached
 

67.53%.The
 

studied
 

contents
 

mainly
 

included
 

the
 

effect
 

obser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tention
 

enema,dialectical
 

nur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omprehensive
 

holistic
 

nursing,self-care
 

of
 

UC
 

patients,nutri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in-
teractive

 

health
 

education,new
 

nursing
 

mode
 

based
 

on
 

Internet
 

platform,etc.Conclusion The
 

UC
 

nursing
 

study
 

continues
 

to
 

rise
 

in
 

our
 

country.The
 

research
 

journals
 

are
 

widely
 

distributed,the
 

research
 

contents
 

are
 

comprehensive,and
 

the
 

quality
 

is
 

generally
 

high.But
 

more
 

evidence-based
 

studies
 

are
 

still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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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非特

异性炎症性肠病,主要累及直肠或结肠,临床表现为

腹泻、黏液便、脓血便、腹痛、里急后重等[1]。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
UC的患病率持续性增高,约为11.60/10

 

000[2]。UC
作为一种不易彻底治愈而需要终身护理的慢性疾病,

需要依靠有效地慢病管理,以降低复发率、预防并发

症、规范健康行为[3-4]。因此,加强我国 UC护理相关

研究的文本挖掘,梳理本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已成为下一步指导临床开展健康管理和护理服务的

关键。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重大疫

情防护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献的统计、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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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分析,为推进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统计源,对建库至

2020年5月7日发表的主题为“溃疡性结肠炎护理”
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检索时间为2020年

5月。
1.2 文献检索策略

检索方式采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自带的主题

检索功能,采用高级检索模式,检索词:“溃疡性结肠

炎”
 

“Ulcerative
 

Colitis”“炎性肠病”“结肠炎”,并含有

“护理”或“照护”或“慢病管理”或“干预”或“健康教

育”,所有检索词均采用精确检索方式。文献的纳入

标准为主要研究 UC护理的中文文献。排除标准:
(1)“资讯介绍”“文摘”“人物访谈”“科普介绍”“报纸”
等非学术文献;(2)无法获取全文和重复发表的文献。
文献类型全部为期刊文献,共得到2

 

417篇文献。将

文献导入NoteExpress
 

3.2中,由两名研究者分别通

过阅读文献标题和内容,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

献,最终得到1
 

309篇文献,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Excel
 

2016建立数据库,对数据信息特征进

行分析整理,采用频数、百分率、构成比等进行统计学

描述。包括文献的发表年份、发表期刊、发表机构、文
献作者、合作发表、被引文献、关键词等资料。
2 结  果

2.1 文献数量与发表年份

共检索出1985-2020年有效文献1
 

309篇。近

10年(2011-2020)发表837篇文章,占文献总量的

63.94%,文献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见图2。文献

最早出现在1985年,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医科杨桂珍等[5]在《铁道医学》上发表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护理》。
2.2 期刊分布情况

纳入本研究的1
 

309篇文献来源自245个期刊

(科技核心期刊41种),其中有121个期刊仅发表文

献1篇,占比49.39%;共有36个期刊发表文献数量

达到10篇,占比14.69%,其中《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

杂志》发表文献数量最多,达到42篇,占比3.21%;护
理类杂志28种,共发表相关文献数量813篇,占比

62.11%。文献发表期刊前10位统计,见表1。

图2  文献发表年份

表1  文献发表期刊前10位

排名 期刊名称 篇数 排名 期刊名称 篇数

1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 42 6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8

2 齐鲁护理杂志 41 7 河北中医 26

3 全科护理 38 8 国际护理学杂志 24

4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9 9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1

5 护理研究 29 10 护理学杂志 21

2.3 发表机构

本研究纳入的1
 

309篇文献来自1
 

023个机构,
共有7个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大于或等于5篇,发表

文献数量最多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有15篇。从发表

地域来看,来自江苏(98篇)、山东(86篇)、广东(75
篇)的文献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省(区、市)。文献发表

机构前10位统计,见表2。
2.4 文献作者

本研究纳入的1
 

309篇文献共有作者2
 

095人,
其中1

 

898人仅发表1篇文献,占比90.60%;江苏省

中医院的许珊珊发表的文献数量最多,达到9篇。依

照普莱斯定律公式(N=0.749×nmax×1/2,nmax为

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发文数量,本研究取值9;N为核

心作者最低发文数量[6],经计算,N约等于3,即发文

达到3篇的为核心作者)判断核心作者。本次统计的

共有41人达到该标准的共计发文136篇。
2.5 被引情况

本研究纳入的1
 

309篇文献,共有884篇有被引

用记录,文献被引率达到67.53%。被引频次大于或

等于10次的文献共有118篇,占比9.01%;被引频次

大于或等于5次的文献共有349篇,占比26.67%;最
高被引频次达到92次[7]。被引频次前10位文献统

计,见表3。
2.6 高频词分析

本研究纳入的1
 

309篇文献中,高频词超100次

的分别为UC、保留灌肠、护理体会、慢性肠炎、护理干

预和生活质量。UC护理相关研究的高频词排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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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见表4。

表2  文献发表机构前10位

排名     发表机构 发表数 排名     发表机构 发表数

1 江苏省中医院 15 6 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5

2 南京市中医院 13 7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8 8 河南省中医院 4

4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6 9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4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6 10 甘肃省中医院 4

表3  被引频次前10位文献

第一作者 文章标题 期刊名称  年份 被引频次

尹红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保留灌肠方法的临床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02 92

陈红 心理护理干预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躯体症状的影响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52

陈晨 延续性中医护理应用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实践 中国护理管理 2016 51

范传玲 药物灌肠前行清洁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护理观察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02 44

鞠斐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健康教育需求分析 护理学报 2011 43

彭小兰 延续性护理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西南国防医药 2015 42

黎春梅 三黄石榴汤保留灌肠治疗2种结肠炎的观察及护理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02 40

吴志娟 心理护理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6 39

王秀梅
护理干预对溃疡性结肠炎合并下消化道出血患者治疗效果及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

评量表评分的影响
中国医药导报 2013 38

刘坤 协同护理模式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生活质量和住院次数的影响 护理管理杂志 2016 37

表4  UC护理研究文献高频词排名

排名 高频词 频次(次) 排名 高频词 频次(次)

1 UC 1
 

099 6 生活质量 104

2 保留灌肠 203 7 心理护理 75

3 护理体会 190 8 健康教育 66

4 慢性肠炎 188 9 灌肠液 59

5 护理干预 132 10 延续性护理 52

2.7 文献研究内容

从文献类型上对纳入的1
 

309篇文献进行分类,
干预研究837篇、相关性研究110篇、调查性研究118
篇、评述类文章16篇、文献综述228篇;文献研究内

容的涉及领域显示,中医护理研究613篇、延续性护

理研究234篇、健康教育研究113篇、心理护理研究

96篇、康复护理研究80篇、循证护理研究53篇,其他

研究120篇;我国 UC护理相关研究热点,主要为中

药保留灌肠疗效观察、中医辨证施护、综合性整体护

理、UC患者自我护理、营养护理干预、互动式健康教

育、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型护理方式等。
3 讨  论

  文献产出是科学研究的显性标志,文献计量学分

析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展现研究发展脉络,是回顾历史

研究成果、推测研究发展趋势的一种重要手段[8]。通

过纳入研究的文献发表时间,可以看出我国UC护理

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但是发展较为缓慢,特别是2009
年以前,此类主题科学研究发表数量较少,呈现出零

散低程度状态。2009年至今文献发表情况则显示出

高速发展的阶段,年均发文量均在80篇以上,表明更

多的护理研究者关注到UC患者的慢病管理问题,也
可能与近年来大众对此类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肠

镜等相关检查的普遍开展有关,UC患病率持续性增

高后,研究者主动转向本领域而探究治 疗 及 护 理

效果[9]。
由研究结果统计数据可知,国内护理学术期刊对

于UC护理研究关注度较好,研究质量整体属于中高

层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机构发表文献数量

可以揭示研究开展的地理分布,展现机构的科研活跃

度,评价机构的科研实力[10]。本研究中论文的发表机

构地理分布上相对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广
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原因可能与当地的医疗科研

数量及人员科研素质较高有关;而发表机构主要集中

在三级甲等中医院,这一结果与陈婷婷等[11]学者的文

献报道相一致。原因可能与上述单位开展 UC护理

研究起步较早,而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对于UC患者疗

效明显有关。希望今后国内更多的地区,特别是更多

的科研院校、各类型医疗机构加强本主题的科研攻关

和合作,进一步验证其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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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量是衡量科研人员个人科技产出的重要

指标,也是判断一个领域核心作者群体的重要依

据[12]。本研究论文作者较为分散,尚未形成较为稳定

的护理研究团队,这可能与 UC护理研究主题较为分

散、研究学者间合作较少、纵向研究连续不足有关,后
期将努力持续地开展本项研究。被引情况是反映文

献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从被引频次

前10位文献的主题来看,高引论文基本都集中在临

床干预研究领域,特别是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开

展UC护理临床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符合当前研究

的总体趋势,代表了本研究较高的学术影响力。而当

前国内UC护理的随机对照研究的质量和数量还有

待提高,与国外同期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13],建
议今后逐步重视对创新性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程度。

从研究深度来讲,国内研究普遍缺乏理论支持和

循证依据,随着精准护理的在国内的推广,更多的循

证研究成果能够给临床护理进行指导和借鉴。本研

究循证护理研究仅为53篇,占比不足5%,这与国外

同类型研究尚存在较大的差距[14-15],建议今后针对

UC护理相关研究应开展深层次循证研究,进一步总

结最佳实践证据,服务于临床。高频词为纳入文献中

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已成为护理研究的关注点和

重点参考内容之一。本研究显示,UC护理研究文献

高频词超100次的分别为 UC、保留灌肠、护理体会、
慢性肠炎、护理干预和生活质量。从研究内容上看,
针对“中药保留灌肠疗效观察”“中医辩证施护”“综合

性整体护理”“患者自我护理”等研究进一步扩大了本

领域的研究热度,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医疗领

域的运用[16],基于移动医疗管理系统的UC慢病管理

模式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何莹莹等[17]研究表

明,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中医延续性护理可有效缓解

UC患者的临床症状,为 UC患者提供有效的信息互

动平台适应了患者的需求情况。因此,今后UC护理

相关研究的思路需要进一步放宽,充分借鉴国内外先

进移动健康管理系统建设经验。深入剖析 UC患者

的健康行为决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合最新临床证

据、专家意见和患者需求,运用云技术移动医疗相关

技术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为患者提供全人、
全家、全程、全方位的防护保障。

近年来,我国 UC护理相关研究热度持续上升,
研究期刊分布较为广泛,研究内容覆盖全面,论文质

量整体较高,但不可忽视相关研究循证依据较为缺

乏、研究连续性不足、学科间合作较少等问题。后期

尤其应该加强对 UC护理相关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

的研究力度,并且可以借鉴互联网新技术构建 UC慢

病管理体系,进一步开展该领域的深层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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