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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可视化分析和解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国内研究现状,为疫情防控策略与方

案提供线索和指引。方法 以“新型冠状病毒”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献,发表时间限定为2019年12
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利用VOSviewer软件分析文献的作者和关键词共现网络,解读共现图谱聚类揭示

的COVID-19研究现状与热点。结果 检索到有效文献664篇,文献作者形成5大团体,但各团体间的合作较

少。“疫情防控”和“中药”等10个高频关键词及其他关键词共同聚类成7个研究主题,每个主题所揭示的内容

均真实反映了当前的研究现状与热点。结论 国内关于COVID-19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疫情防控、医护人

员的管理与防护、儿童感染及防护、COVID-19临床特征和诊疗方案、中医药在COVID-19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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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omestic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were
 

conducted
 

to
 

provide
 

clues
 

and
 

guidance
 

for
 

the
 

epidemic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nd
 

programs.Methods The
 

literatures
 

related
 

to
 

COVID-19
 

on
 

CNKI
 

database
 

were
 

retrieved
 

with
 

the
 

keyword
 

of
 

"novel
 

coronavirus"
 

and
 

the
 

retrieval
 

time
 

limited
 

to
 

December
 

1,2019
 

to
 

March
 

1,2020.Then
 

the
 

co-occurrence
 

network
 

analysis
 

of
 

authors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s
 

were
 

per-
formed

 

by
 

th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VOSviewer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of
 

COVID-19
 

were
 

in-
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results.Results Totally
 

664
 

literatures
 

were
 

obtained
 

and
 

an-
alyzed.The

 

result
 

of
 

the
 

co-occurr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uthor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nd
 

there
 

was
 

littl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Ten
 

high-frequency
 

key
 

words
 

such
 

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hinese
 

medicine"
 

were
 

clustered
 

into
 

seven
 

research
 

themes
 

with
 

other
 

keywords.And
 

the
 

con-
tents

 

revealed
 

by
 

each
 

theme
 

truly
 

reflecte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Conclusion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f
 

COVID-19
 

in
 

China
 

are
 

focused
 

o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the
 

man-
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medical
 

staff,children's
 

infection
 

and
 

protection,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diagno-
sis

 

and
 

treatment
 

scheme
 

of
 

COVID-19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5201·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20年5月第41卷第9期 Int
 

J
 

Lab
 

Med,May
 

2020,Vol.41,No.9

* 基金项目:军队后勤新型冠状病毒专项科研项目;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yjg193132)。

  专家简介:黄庆,男,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七部委联合授予埃博拉出血热

疫情防控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埃默里大学访问学者,先后主持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40余项课题,主要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预防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爱思唯尔博士生旅行奖等多个成果奖,在国外SCI期刊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0余篇,学术任职主要包括全军检验专委会秘书长、中国医促会分子诊断专委会常委、中国医促会基层检验专委会常

委、重庆市检验专委会委员等职,主要从事精准分子诊断、生物医学微纳器件与装置研究。
△ 通信作者,E-mail:qinghuang@tmmu.edu.cn。

  本文引用格式:李文满,苏宁,尚美云,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国内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与解读[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20,41(9):

1025-1029.



Key
 

words: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visualization
 

analysi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ag-
nosis

 

and
 

treatment
 

sche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黄 庆

  2019年12月底,我国湖北省

武汉市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

炎患者。一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

随后被确认为导致武汉不明原因

肺炎病例的病原体。2020年1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该病毒命名

为 “2019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
nCoV)”,同年2月11日,国际病

毒分类委员会又将其正式更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2(SARS-Cov-2),世界卫生组织于同日将

该病毒导致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疾

病(COVID-19),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随后将新型冠

状病毒 肺 炎 的 英 文 缩 写 标 准 化 为 COVID-19[1-2]。

COVID-19传染性极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

13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
 

824例,累计死亡病例3
 

189
例[3],境外122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52

 

427例,累
计死亡1

 

793例。随着疫情的发展,国内外针对CO-
VID-19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研究内容涉及SARS-
Cov-2的病原学特点、COVID-19流行病学特征及临

床诊疗、疫情防控等各个方面,发表的文献数量急速

增加。及时科学、客观地呈现并解析出这些研究结

果,对于当前COVID-19重大疫情的防控具有积极的

参考价值。
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可对已发表的文献进行定

量分析,并以图谱的形式可视化分析结果,揭示某领

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现已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

域[4]。本研究采用 VOSviewer软件,对国内专业期

刊发表的COVID-19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和科

学知识图谱绘制,从整体上展示研究现状,解析研究

热点与趋势,以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疫情防控策略与

方案提供线索和指引,并为今后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发

突发传染病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及处理 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
期刊数据库,检索主题词为“新型冠状病毒”,检索时

间限定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共检

索到952篇文献。

1.2 分析方法 采用VOSviewer软件,根据其操作

指南,使用作者合作及关键词共词分析2个模块,分
别绘制作者共现图谱及关键词共现图谱,然后,结合

参考文献深入解析共现聚类图谱。

2 结果与讨论

VOSviewer是一种常见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工具,可提供聚类、叠加、密度等3种独特视图,多角

度展示某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5]。本研究从

最初检索到的952篇文献中,人工剔除报纸报道及与

主题无关的期刊文献,最后得到有效文献664篇。随

后,针对664篇有效文献,采用VOSviewer软件,对文

献作者及高频关键词进行可视化聚类分析,并深入解

析国内研究现状及热点。

2.1 文献作者共现分析 文献作者共现分析是指对

文献作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分析,得到作者合作网络的

可视化结果。在作者可视化结果中,1个节点代表一

个作者,节点的大小代表作者的发文量,网络中的连

线代表了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见图1。分析结果表

明,文献高产作者(发文量≥3篇)形成了五大聚类,分
别是首都医科大学王玉光和天津中医药大学杨丰文

为中心的第一团体,四川大学罗凤鸣为中心的第二团

体,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李文全为中心的第三团体,
海军军医大学张伟为中心的第四团体,上海中医药大

学张岩为中心的第五团体,但是,五大团体之间的相

互合作发表较少,提示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应适

当加强。

2.2 关键词的共现可视化分析 关键词共现可视化

分析可展现文献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及相互关系,揭
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由于“新型冠状病

毒”是本研究的检索词,故在数据处理时人工将其剔

除,同时一并剔除与其意义相近但表述不一致的近义

词。此外,对于其他意义相同但表述有差异的关键词

进行了近义词的合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关键词

共现的阈值设置为5,即当其出现频次≥5时,才被纳

入共现分析。单纯的频次分析结果表明,排名前10
的关键词分别为疫情防控(62次)、中药(47次)、诊疗

方案(35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3次)、CT(25次)、
感染防控(20次)、临床诊断(19次)、医院感染(19
次)。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网络共形成7个聚类,
见图2。各聚类之间的联系密切,其研究主题分别为

疫情防控、中药、儿童的感染及防护、医护人员防护与

管理、临床特征与病因病机、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见表1。

2.2.1 COVID-19疫情防控 COVID-19疫情防控

是主要的研究热点,在可视化图谱中形成聚类1,与其

他各聚类的关系最为密切,见图2,表1。该聚类的主

题关键词“疫情防控”出现频次高达62次,位居高频

关键词榜首,充分反映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该聚类

中的关键词“中共中央”进一步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此

次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该聚类中的关键词“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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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此次疫情的SARS-CoV-2与SARS关系密切。
研究结果表明,SARS-CoV-2与蝙蝠和人类SARS的

基因同源性分别达到84%和78%,也因此被国际病

毒分类委员会正式命名为SARS-CoV-2[2,6-7]。由于

SARS最初暴发在我国广东,因此,关键词“广东省”也
出现在该聚类中。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则提示本

次疫情与SRAS一样,也是一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提示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健全公共管理体系

的重要性。关键词“医院感染”提示医院感染是疫情

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染防控”“流行病学”“管理

策略”“防控工作”“防控措施”等关键词提示要根据

COVID-19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建立预警机制,
制订管理策略和防控措施。目前,通过全国艰苦卓绝

的努力,疫情态势初步向好,但随着境外COVID-19
疫情的发展,我国输入性病例在增加,疫情防控工作

仍必须慎终如始,不可松懈。可以预测,在当前疫情

结束之前,疫情防控仍会是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且
针对输入性病例的疫情防控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图1  中文文献发表作者群体的可视化视图谱

图2  文献的热点关键词聚类共现网络图谱

2.2.2 医护人员的防护与管理 医护人员的防护与

管理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是研究者比较关

注的热点[8]。可视化图谱中,以“医护人员”为核心,
形成了聚类4,充分印证上述现状,见图2。该聚类中

出现的关键词除了“管理”“防护措施”“预防”等之外,
还有“焦虑”和“心理干预”,表明除了基本的感染防控

之外,医护人员的心理防护也必须得到重视,见表1。
研究结果表明,一线工作的部分医护人员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焦虑、抑郁、躯体化等心理应激反应,因此,持
续推进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调查并积极探索有效的干

预和引导措施具有重要意义[9]。

2.2.3 儿童感染与防护 随着COVID-19的蔓延,
国内各省市已陆续出现多例儿童病例,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共报告确诊儿童病例300余例,因此,儿童的

感染与防护也成为目前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在可视

化图谱中形成聚类3,为了更好地对儿童群体进行有

效防护和精准救治,国内外先后发表了多个针对儿童

群体的感染防控建议及专家共识,相关学者也对此进

行了大量思考与解读,聚类3中的关键词“感染”“护
理管理”“指南”“防护”“防控”“防控策略”等很好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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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这一点,见表1[10-11]。由于儿童与成人的临床特

征及防控办法存在差异,且目前儿童病例不多,临床

研究还不充足,进一步加强对儿童感染的诊断、治疗

及预防策略研究,对于更好地保护和治疗儿童群体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见图2。

表1  七大聚类主题及其关键词

聚类序号 研究主题 所含关键词

1 疫情防控
SARS、中共中央、医院感染、广东省、感染防控、流行病学、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策略、防

控工作、防控措施

2 中药
中药、临床试验、五运六气、分子对接、数据挖掘、瘟疫、网络药理学、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达原饮、连花

清瘟、重症病例

3 儿童感染及防护 人力资源、儿童、感染、护理管理、指南、疫病、防护、防控、防控策略

4 医护人员防护与管理 医护人员、发热门诊、心理干预、焦虑、管理、防护措施、预防

5 临床特征与药物治疗 中医证候、临床特征、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病因病机、病毒性肺炎、药学监护

6 中西医结合 专家共识、中成药、中西医结合、传染病、辨证论治、防治

7 诊疗方案 CT、临床诊断、核酸检测、病毒性、诊疗方案

2.2.4 COVID-19的临床特征与诊疗方案 疾病的

临床特征是其诊断与治疗的重要依据。因此,在整个

疫情期间,研究者们均十分关注COVID-19的临床特

征[12],这种关注也体现在此次文献可视化分析结果

中,以“临床特征”为核心形成聚类5,见图2。该聚类

中的其他关键词,如“病毒性肺炎”表明患者的临床特

征为判别病毒性肺炎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医证候”和
“病因病机”则体现出了临床诊疗的中医特色,见表1。
目前,很多学者将COVID-19的临床特征与中医证候

相对照,尝试从中医的角度对COVID-19的病因病机

进行阐述。“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药学监护”等
关键词则展示了根据COVID-19临床特征进行抗病

毒药物治疗的相关研究。洛匹那韦是治疗 HIV的抗

病毒药物,该药对COVID-19有一定疗效,现已被纳

入COVID-19诊疗方案。
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诊断和救治是避免病

情发展为重症的关键,因此,在整个疫情中,COVID-
19的诊疗方案一直都是大家十分关注的焦点,而且,
随着对COVID-19病因机制的深入了解,特别是最近

发布的COVID-19死亡病例的尸检病理报告,COV-
ID-19的诊疗方案一直在不断更新,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也先后发布了COVID-19诊疗方案的试行第1~
7版,这些在本研究的可视化分析结果中均得到了很

好体现[13-15],见图2。与临床诊疗密切相关的关键词

“CT”“临床诊断”“核酸检测”“病毒性”围绕关键词

“诊疗方案”形成了聚类7,见表1。关键词“核酸检

测”和“CT”揭示了COVID-19诊疗方案中的两大技

术手段,基于实时荧光定量PCR或基因测序的核酸

检测一直是疑似病例确诊的金标准,基于CT的影像

学检查则是判断患者是否为病毒性肺炎的重要依据,

此点可由同一聚类中的关键词“病毒性”印证。

2.2.5 中医药在COVID-19防治中的应用 中医药

是我国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
在SARS、禽流感等新突发传染病的防治中均发挥了

独特作用,在此次疫情中也备受关注[16-18],相关研究

在可视化分析结果中分别以“中药”和“中西医结合”
为核心,形成了聚类2和聚类6,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中

医药在COVID-19防治中的应用,见图2。需要注意

的是,与聚类5“临床特征”中的“中医证候”和“病因病

机”不同,此处形成的2个独立聚类,着重强调整个中

医和中西医理念在COVID-19诊治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这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临床诊治手段,也体现了

本研究可视化聚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COVID-19属于中医学“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

“疫戾”之气。聚类2中的关键词“五运六气”“瘟疫”
“网络药理学”均提示了中药用于COVID-19治疗的

理论根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则表明SARS-CoV-
2是通过结合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受体激活经典的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调节途径,作用于肺及肺

外靶器官,从而引发多脏器损伤。研究表明,多种中

药可以调节RAS通路,临床试验疗效可观,再次印证

了中药在COVID-19治疗中的有效性。“达原饮”和
“连花清瘟”是对COVID-19具有良好治疗效果的典

型中药处方和中成药代表,“数据挖掘”与“分子对接”
技术则可进行抗SARS-CoV-2重要活性成分筛选,为
研发COVID-19治疗药物助力。以上关键词围绕“中
药”形成聚类2,从各个方面详尽展示了此次疫情中与

中药相关的研究方向。
中药在COVID-19治疗中的良好效果,推动了中

西医结合理念的发展,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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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可实现中、西医优势互补,产生协同作用。
多项研究及临床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防治COVID-
19有效而可行,且国内发表的多项专家共识和诊疗方

案都将中西医结合纳入推荐诊疗方案,相关工作在由

“专家共识”“中成药”“中西医结合”“传染病”“辨证论

治”“防治”形成的聚类6得到了良好体现。

3 结  论

本文基于 VOSviewer分析软件,对国内刊载的

COVID-19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及解读,客观、
详细地阐述了当下研究的现状及热点。中文文献作

者可视化分析提示,各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尚存在不

足,有待进一步加强。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分析结果则

表明,COVID-19的疫情防控和诊断治疗是我国目前

研究的最主要方向,同时,中医药的应用、儿童感染及

防护、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及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也备

受关注。本文得到的上述研究现状和热点主题可为

国内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以本文的分析为基础,进
一步挖掘更加有效的防控措施和诊疗手段。另外,本
文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分析文章仅限于知网刊载

的中文文献,未纳入其他数据库尤其是英文数据库的

文献,缺乏对国际研究情况的把握,且分析重点集中

在高频关键词的分析,未对其他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笔者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全面检索国内外数据库,
从更多层面和维度对COVID-19研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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