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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NKI的高血压肾病文献计量学分析

廖实博 赵东 周诗涵 曾龙欢 徐汉乔 郑永科

[摘要] 目的 探讨近 20年我国高血压肾病领域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分布情况。方法 检索中国知

网数据库中 200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1日期间发表的高血压肾病相关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年发文量、

核心作者、学术期刊、发文机构及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结合CiteSpace和VOSviewer等可视化工具对该领域的文献

特征及热点主题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相关文献 630篇，年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核心作者共 94人，发

文量最多的期刊为《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发文最多的机构为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药物治疗、肾功能、生活质量及早期诊断等方面。结论 我国高血压肾病领域的研究规模持续扩大，但研究者之

间的合作相对不足。未来应加强不同作者及机构之间的合作，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研究，以推动该领域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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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literature based on CNKI LIAO Shibo，ZHAO Dong，ZHOU Shi⁃
han，et 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Hangzhou 31000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e，research trends，and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ethods Relevant literature on hypertensive ne⁃
phropathy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2004，to June 1，2024，was retrieved from the CNKI database. A bibliometric ap⁃
proach was used to analyz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core authors，journals，institutions，and keywords. Additionally，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were employed for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matic hotspots in this
field. Results A total of 630 articles were included，with a steady increase in annual publications. There were 94 core
authors，and the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publication count wa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he institution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wa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Key research
topics focus on drug therapy，renal function，quality of life，and early diagnosis. Conclusion The scale of research on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in China is expanding，but collabo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remains limited. Future studies
should emphasize enhanced cooperation among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nd prioritize multicenter，large-sample，high-
quality research to advance the field.
[Keywords] hypertension； nephropathy； visual analysis； bibliometrics

高血压是一种对全世界人口造成极大健康负

担的慢性疾病。据柳叶刀报道显示，2019年全球共

有12.8亿成人高血压患者。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人

数高达2.45亿，患病率达23.2％[1]。肾脏是高血压最

常累及的靶器官之一。据中国肾脏疾病网络数据

（CK-NET 2016）显示，中国慢性肾脏病住院患者中

高血压肾病患者占比高达 20.78％，是导致终末期

肾脏病的第二大病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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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血压肾病已有大量研究文献，但对其进

行系统性梳理和可视化分析的研究较少。中国知

网数据库全面收录了国内高血压肾病领域的相关

文献，能够充分反映中国本土的研究特点和实际需

求。因此，本次研究对中国知网2004～2024年收录

的高血压肾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通过知识图

谱深入揭示我国高血压肾病领域近年来的研究热

点和发展趋势。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选取中国知网为数据来

源，以“高血压肾病”为主题词进行搜索，检索时间

跨度为 200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1日。文献纳

入标准为：①文献类型为“期刊”；②文献包含明确

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③以高血压肾

病为主要主题。最终筛选出630篇文章。

1.2 数据统计和分析 本次研究使用 CiteSpace、
VOSviewer来分析数据[3,4]并创建可视化图形。利用

集合论和概率论的方法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并

提供各种可视化图形。

对于核心作者的鉴定，根据普莱斯定律[5]，核心

作者的最低发文数量 m=0.749× nmax ≈1.83（nmax为

该领域最高产作者的发表论文数量，据统计，nmax=
6）。因此将发文量≥2篇的作者确定为该领域的核心

作者。

2 结果

2.1 发文量时间趋势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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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20年发文量时间趋势图

由图 1可见，近 20年，高血压肾病领域的论文

发表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7年和 2018年

达到最多 53篇。由于本次研究的文献纳入时间范

围截止至 2024年 6月 1日，检索所得的 2024年论文

发表量不能代表全年的情况，故不纳入发文量时间

趋势分析中。

2.2 作者分析 纳入的630篇文献包含1 430位作

者。经统计核心作者共有 94人。发文量前五的核

心作者信息见表 1。本次研究利用VOSviewer对核

心作者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并绘制可视化图形

（见封二图1），其中节点代表作者，节点间连线代表

合作关系。

由封二图 1可见，高血压肾病领域的核心作者

合作较为有限，不同研究群体之间的交流较少，仅

有数个小规模的合作团体，整体合作紧密度不高。

2.3 机构分析 经统计，共有 744个机构开展了高

血压肾病领域相关研究。发文量前五的机构分别

为：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6篇）、河北北方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5篇）、泉州市第一医院（4篇）、南京市中

医院（4篇）、石家庄市肾病医院（4篇）。

2.4 期刊分析 纳入的630篇文献发表在250种期

刊上，发文数量前十位的期刊见表 2。其中，《中西

表1 发文量前五作者资料

序号

1
2
3
4
5

作者姓名

江伟

文辉

杨光

虞鹤鸣

王琳琳

论文数量

6
4
4
4
3

所属机构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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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以 17篇的发文量排名

第一。

表2 发文量前十期刊资料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期刊名称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中国医药指南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中国实用医药

心血管病防治知识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吉林医学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中国医学创新

发文数量

17
16
14
14
12
11
10
9
8
8

是否核心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5 关键词聚类分析 本次研究利用CiteSpace进
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并生成知识图谱，见封二图2。

由封二图2可见，关键词被分为6个聚类，不同

聚类以不同的颜色表示。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药

物治疗、肾功能、生活质量及早期诊断等方面。聚

类的模块度Q和平均轮廓值分别为 0.64和 0.92，表
明聚类分析结果可靠。

3 讨论

高血压和肾脏病逐渐成为公共健康的重要负

担。本次研究通过对2004~2024年间国内高血压肾

病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性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研

究规模和发展趋势。这不仅展示了我国在高血压

肾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未来研究方向的优化提

供了数据支持。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肾病领域的发文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体量和成熟

度不断增加。尽管核心作者如江伟在益气活血平

肝汤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方面贡献显著[6]，但整

体而言，核心作者间的合作网络不够紧密，跨机构

合作较为欠缺。这一现象与国际高血压肾病研究

的趋势有所不同，国外高水平研究团队往往通过

多中心合作的方式来推动研究的深入[7]。加强国

内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多学科、多中心

的研究团队，将有助于提高该领域研究的质量与影

响力。

此外，期刊分布上，《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

杂志》等非核心期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反映出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传播较为分散。与此相反，国际

上高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在高血压肾病领域的研究

中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8]。因此，国内该领域研

究的传播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便更有效地

推动研究成果的广泛应用。

关键词聚类分析显示，高血压肾病研究的主要

热点集中在药物疗效、肾功能保护、生活质量和早

期诊断等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均高度关注药物疗

效及肾功能保护[9,10]。徐文英等[11]的研究表明，联合

应用前列地尔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对改善

高血压肾病患者的肾功能具有显著效果，这与国外

Spargias等[12]研究结果相呼应。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也是高血压肾病的重要治疗目标之一。周小佳[13]

研究表明，护理干预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有效手

段，早期护理干预不仅有助于血压控制，还能显著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与此相呼应，国际研究也强

调生活质量与高血压肾病管理的紧密关系。慢性

高血压导致的肾损伤不仅会削弱患者的身体功能，

还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治疗过程中需综

合考虑生理和心理因素[14]。此外，早期诊断在延缓

高血压肾病进展方面至关重要。近年来，尿多肽、

尿代谢物等新型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为高血压肾

病的早期识别提供了新的方向，提高了诊断的准确

性[15,16]。与之相比，国内在早期诊断方面仍主要依赖

于β2微球蛋白和尿微量白蛋白等传统临床指标[17]。

尽管这些指标对早期识别高血压肾病有一定帮助，

但结合新型标志物可能进一步提高早期诊断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

本次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数

据来源仅限于中国知网，未纳入国际数据库文献，

可能导致部分国际前沿研究成果未被包含，影响对

比分析的全面性。此外，近年来发表的部分重要研

究由于时间跨度的限制未能在本次分析中充分显

示，这可能会对热点的识别产生一定偏差。

综上所述，近20年来我国高血压肾病研究规模

持续扩大，但研究合作尚不充分，核心期刊发文量

仍较低，亟需更多高质量研究的支持。未来的研究

应注重多中心合作，探索临床疗效背后的分子机

制，以进一步深化对高血压肾病的理解，提升诊断

和治疗的精准性，并推动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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