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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下“中国ＡＩＤＳ问题”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郦　芳，高希瑞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　目的　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反映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ＡＩＤＳ”问题的研究状况。方法　选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引文数据为检索来源，通过以“Ｃｈｉｎａ”及ＡＩＤＳ相关的名词构成的检索式搜集文献记录。利用ＳＰＳＳ、Ｍｅｔａｌａｂ、Ｅｘｃｅｌ等软

件从文献量、参与研究的国家机构、文献内容及合作有效性等４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近１０年来，有关我国ＡＩＤＳ的
文献量呈逻辑曲线型增长，目前处于拐点位置，年文献增量接近峰值。从国家和机构的发文量来看，中、美两国都是主要研究

力量。文献集中分布在医学、公共卫生及社会科学领域。核心作者的研究内容也十分集中，重点关注高危地区及高危人群，试

图找到可行的干预模式，有效预防ＡＩＤＳ发展。合作有效性分析表明，存在国际合作关系的文献拥有较高的被引量且发表在

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上。结论　中国ＡＩＤＳ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保持
高速增长。相关学者关注的领域存在许多共同点，研究热点较为鲜明。此外，国际合作与机构合作有利于增加文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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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８１年全球发现首例艾滋病（ＡＩＤＳ）病例以
来，ＡＩＤＳ的流行及传播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巨大的
威胁，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在中
国，自１９８５年首次报道 ＡＩＤＳ病例以来，其传播呈
快速上升趋势。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现存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者约７０万，比２００１年增长了
近５０％；当年因 ＡＩＤＳ死亡人数约３．９万，是２００１
年的２．６倍［１］。虽然中国 ＨＩＶ感染者占总人口的

比例很低，但中国人口基数较大，ＨＩＶ感染问题不容
忽视，需要相关部门加强重视并给予改善及解决。
《２００９年全球 ＡＩＤＳ流行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国

ＡＩＤＳ防控的成果［２］，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些年来中国

ＡＩＤＳ研究方向的正确、有效；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对
以往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为日后解决新问题提
供经验。

　　以往针对某国 ＡＩＤＳ的文献计量研究，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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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作者发表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方法侧
重于对该国自身科研的描述分析，而忽略了别国对
该国的研究［３６］。为了更好地从科研的角度回顾和
总结“中国 ＡＩＤＳ问题”的相关研究，本研究不以作
者的国别为限制，选取全球范围内对中国 ＡＩＤＳ问
题的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此总结全球范围内的
“中国ＡＩＤＳ问题”的研究情况。这对了解国内外对
中国 ＨＩＶ感染问题的研究现状，指导日后开展相关
问题科学研究及ＡＩＤＳ防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用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引文数据库［７］作为来源数据

库（包括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期刊影响因子则使用了

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的数据［８］。

１．２　检索方法　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中进行高级检
索，入库时间选择１９９７－２００９。检索式为：“ＴＳ＝
［（ＨＩＶ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ＯＲｈｕ
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
ＯＲ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Ｒａｃ
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Ｒ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
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Ｒ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Ｒ ＡＩＤ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ＮＯＴ
ＰＹ＝２００９”，检索式中关键词为“Ｃｈｉｎａ”及与 ＡＩＤＳ
有关的词语如 ＨＩＶ等，另考虑到２００９年出版的文
献收录尚不齐全，所以检索的出版年截止到２００８年
（含２００８年）。

　　在文献量分析中，为了更准确清晰地分析年文
献量的变化，本研究选取了全球及同为亚洲发展中
国家的印度作为参照，对三者的文献量进行了模型
拟合和比对分析（在检索时不添加“Ｃｈｉｎａ”关键词获
取全球文献量；把检索式中关键词“Ｃｈｉｎａ”替换为
“Ｉｎｄｉａ”获取印度文献量）。

１．３　数据处理方法　（１）运用上述检索方法，共检
索到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出版的８６９条文献记录。将８６９
条文献的全记录、引文分析报告记录分别输出为“记
录１．ｔｘｔ”和“记录２．ｔｘｔ”。通过ＥｘｃｅｌＶＢＡ编程在
“记录１．ｔｘｔ”中统计并提取出每个文献记录的作者
数量、参与的机构数量、参与的国家数量，国家列表，
其中参与机构及国家分别是指作者通讯地址中的研

究机构名及国家；并在“记录１．ｔｘｔ”中提取相应字
段，合并形成字段为（题名、期刊、出版年、作者数量、
合作机构数、国家数、国家列表、作者列表）的数据

集。在“记录２．ｔｘｔ”文件中提取字段［题名、文献总
被引量、平均每年被引量、各年被引量（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通过“题名”字段合并以上两个数据集，形
成“数据集１”。（２）在ＩＳＩ的ＪＣＲ数据库中，查找

８６９条记录所涉及的２９９种期刊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的期
刊影响因子，形成“数据集２”。本研究的统计分析都
是基于以上的两个数据集，并利用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及

Ｍｅｔａｌａｂ等分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得出结果。

２　结　果

２．１　文献量分析　首先，对中国、印度及全球的累
计文献量用直线模型、指数模型和逻辑增长模型进
行拟合，公式为｛Ｆ（ｔ）＝Ｋ／［１＋ａＥｘｐ（－ｂ
ｔ）］｝［９］。拟合结果显示，除“全球”（Ｇｌｏｂａｌ）的线性拟
合优度和逻辑拟合优度基本持平外，样本的累计文
献量都更符合逻辑增长模型（表１）。同时，逻辑曲线
模型也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文献量变化，故本研究
用逻辑增长模型的拟合参数在 Ｍｅｔａｌａｂ中进行模拟
仿真，并基于三者的逻辑增长模拟曲线做进一步的
分析（３个样本的拟合参数值及模拟曲线见图１）。

表１　文献累计增长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Ｒ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０．９９６ ０．９２３ ０．９９５
Ｃｈｉｎａ ０．８８８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９
Ｉｎｄｉａ ０．９２３ ０．９７７ ０．９９９

　　从图１的模拟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较全球的

ＡＩＤＳ研究而言，中国的研究起步较晚，文献量较低。
但近１０年来的文献量却呈类指数形态增长，说明中
国ＡＩＤＳ问题逐渐得到关注，投入的研究也在逐年
增多。对比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印
度，我们发现两者的文献量分布有很多相似之处：起
步晚、增长速度快、文献极值量不高。不同的是，印
度的文献量要略高于中国。

　　为了判断文献量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几年的
文献量的增长态势，本研究也对逻辑曲线的拐点做
了计算和分析。拐点是文献增长率由正到负的转折
点，计算公式为Ｔ＝ｌｎ（ａ／ｂ）。计算结果显示，全球的
拐点为２００４年，而中国和印度均为２００８年。也就
是说，全球有关 ＡＩＤＳ的文献累计量也已经过了转
折点，处于逻辑曲线的中后段，文献增加量逐年递减
且减速较快。有关中国和印度ＡＩＤＳ研究的累计文
献量处于逻辑曲线的前段，文献量以类似指数形式
增长。然而经过１０多年的研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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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累计量也已经接近拐点附近，以后的增长速
度会比以往有所减缓，但因为尚处于拐点附近，其增

速依然较快。因此可以判断中国ＡＩＤＳ问题研究尚
有５～８年的高速增长期。

图１　逻辑增长模型拟合及仿真预测结果

Ｆｉｇ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ｌｏｂａｌ；Ｂ：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

２．２　国家、研究机构分析

２．２．１　国家分析　对各国文献发表量的统计结果
表明，中国 ＡＩＤＳ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中国和美国为主要研究国，发表文献各占总量的

６７．１２％和４４．９０％，其余各国发文量较少，居前１０
位的其余各国文献量仅占文献总量的１．５％～６％。
本研究进一步统计了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
每年发文量的百分比（图２）。

图２　各国家发文量占当年发文总量的百分比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１）中国对自身的ＡＩＤＳ研
究比重不断增加，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６％增长到２００８的

７７％。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对本国ＡＩＤＳ问题日益
重视，对 ＡＩＤＳ的研究力度和研究能力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与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在

ＳＣＩ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总体快速增长趋势有关

联。（２）国外对中国 ＡＩＤＳ问题一直有较大的研究
兴趣，特别是在２０００年以前６０％以上针对中国

ＨＩＶ研究的文献都是由外国研究者撰写。作为主
要研究国的美国，其发表的文献量基本稳定在

４０％～５０％；其余各国每年发文量１０～３０篇，但随
着总文献量的逐年递增，其百分比则不断下降。

２．２．２　研究机构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文献发表量
居前１２位的研究机构，中、美各有６家（表２）。中国
科研机构分别为医学类研究机构４家和综合型大学

２所；而美国则均为大学。值得注意的是，汤姆森路
透科技信息集团旗下的科学观察（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ａｔｃｈ）网
站近期回顾了１０年来（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世界范围内
主要研究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评出了近１０年论文
被引频次前２０名研究机构［１０］。其中排在第３、６、９
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均在表２显示的研究机构之
列。这表明中国的ＡＩＤＳ问题引起了科研实力位于
国际前列机构的研究兴趣。

２．３　内容分析

２．３．１　学科类别分析　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文献
学科分类的基础上，本研究又进一步把文献按学科
分为医学、公共卫生及政策、社会科学和心理学四大
类。除医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占最高百分比（７２％）外，
有关公共卫生、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也分别占据了总
量的２１％、１９％、９％。这反映了ＡＩＤＳ问题不仅是一
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而且相
关的社会学研究对ＡＩＤＳ的预防控制、社会教育及患
者关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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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发文量居前１２位的研究机构列表

Ｔａｂ２　Ｔｏｐ１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９１ １０．４７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５５ ６．３３
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４５ ５．１８
４ 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８ ４．３７
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６ ４．１４
６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３５ ４．０３
７ Ｗａｙｎ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５ ４．０３
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３４ ３．９１
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０ ３．４５
１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２６ ２．９９
１１ 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５ ２．８８
１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ｂａｍａ ２４ ２．７６

２．３．２　基于核心作者文献的内容分析　统计范围

内发文量居前１０位的作者如表３所示，本研究将这

１０人视为核心作者，重点研究他们的文章内容。结

果发现仅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两年，ＳｈａｏＹＭ 与ＸｉｎｇＨ合

作发文６次，与ＲｕａｎＹＨ合作发文８次，三人共同

发表过８篇文献；ＷｕＺＹ与ＬｉＬ和ＤｅｔｅｌｓＲ分别

合作过５次，三人合作发文２篇；ＳｔａｎｔｏｎＢ和ＬｉＸ

Ｍ合作发文５次。这些发文量大且合作关系紧密的

科研人员的研究内容值得关注。

　　ＳｈａｏＹＭ、ＸｉｎｇＨ和ＲｕａｎＹＨ三人的研究范

围集中在医学领域（主要为 ＨＩＶ基因及序列分析），

而其余作者均对社会科学领域关注较多，研究形式

７０％以社会调研和干预性试验为主。

表３　发文量前１０位的作者列表

Ｔａｂ３　Ｔｏｐ１０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ＳｈａｏＹＭ ５６ ６．４
２ ＷｕＺＹ ４２ ４．８
３ ＤｅｔｅｌｓＲ ３０ ３．５
４ ＸｉｎｇＨ ２８ ３．２
５ ＳｔａｎｔｏｎＢ ２７ ３．１
６ ＬａｕＪＴ ２６ ３．０
７ ＬｉＬ ２５ ２．９
８ ＬｉｕＷ ２４ ２．８
９ ＲｕａｎＹＨ ２４ ２．８
１０ ＬｉＸＭ ２０ ２．３

　　通过内容分析发现这１０位作者的研究存在许

多共同点：（１）主要关注对象基本为毒品注射者、性

工作者、男男性接触者、农村向城市移民等易于感

染ＡＩＤＳ的高危人群；（２）关注地区范围为四川、云

南、贵州、广西、新疆等ＡＩＤＳ高发地段，且农村多于

城市；（３）主要研究内容为高危人群可能感染 ＡＩＤＳ

的行为（如针具共用、不使用安全套）、高危人群对于

防范ＡＩＤＳ的意识以及医疗护理工作者及患者家人

对于ＡＩＤＳ患者的态度。

２．４　合作有效性分析　本研究发现，在ＡＩＤＳ的研

究中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其中有两种重要的合作形

式：不同机构间研究者的合作和不同国家间研究者

的合作。检验机构／国家间研究者合作的效果对后

续研究、研究方式的选择和研究经费的投入等问题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文献被引频次和文献

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ＩＦ）作为衡量文献质量的标

准，分别对国家间合作和机构间合作效果进行检验。

２．４．１　国家间合作　中国ＡＩＤＳ问题的国家间（国

际）合作比例较高，通过分析作者所属国家来分析国

际合作的比例（有２个及以上国家合作）发现，各年

有国际合作的文献数量基本稳定，约４０％。

　　为了对国际合作的效果进行检验，本研究在剔

除无地址栏、期刊影响因子无法获取的文献记录后，

把所有样本分为有国际合作和无国际合作两组。利

用ＳＰＳＳ对两组样本的“平均每年被引量”和“期刊

影响因子”分别进行“２组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检验方法为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 检验。结果显示，有
无国际合作两组的“平均每年被引量”的平均秩次分

别为３５１．３１、４５９．０８；两组“期刊影响因子”的平均

秩次分别为３５４．３４、４５１．０１；两组检验的双尾Ｐ 值
均为０．０００。所以，可以认为有无国家合作其文献

年被引量和期刊影响因子均有显著差异，并且有国

际合作文献年被引量和期刊影响因子均高于无国际

合作。我们可以从箱线图清晰地看到国际合作对文

献质量的影响（图３）。这说明对中国 ＡＩＤＳ问题研

究的跨国科研合作是有效的，这种合作显著提高了

研究结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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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国际合作对文献发表期刊影响因子（Ａ）及平均被引量（Ｂ）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Ａ）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ｉｔ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ｃｈａｒｔｃｌｅａ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Ａ）ｏｒ２０（Ｂ）ａｒｅｏｍｉｔｔｅｄ

２．４．２　机构间合作　跨机构合作也广泛存在，在

８６９条文献记录中有机构间合作的论文占７０％左
右。为了验证机构间合作的效果，我们将文献按机
构数１、２、３、４分为四组（机构数大于４的样本量较
小，故予以剔除）。对四组样本的“平均每年被引量”
和“期刊影响因子”分别进行“多样本非参数检验”，
检验方法为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 检验。结果显示，参
与机构数为１～４的“平均每年被引量”的平均秩次
分别为２８６．８８、３２８．１１、３６３．５７、３９１．６０；四组样本

的“期刊影响因子”的平均秩次分别为２７５．２２、

２０．６０、５９．８９、４０５．５６；两个检验的双尾Ｐ 值均为

０．０００。可以认为四组样本的“平均每年被引量”和
“期刊影响因子”均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随着参与机
构数量的增加“平均每年被引量”和期刊影响因子值
逐渐增高。这说明跨机构研究合作也是有效的，并
且在１～４个机构范围内，参与机构的数量越多其合
作产生的文献影响力越高（图４）。

图４　机构合作对文献发表期刊影响因子（Ａ）及平均被引量（Ｂ）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Ｆ（Ａ）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ｉｔｅ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ｃｈａｒｔｃｌｅａ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１５（Ａ）ｏｒ２０（Ｂ）ａｒｅｏｍｉｔｔｅｄ

３　讨　论

　　以往 ＡＩＤＳ文献的相关研究中，ＩＳＩＷｅｂ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和 Ｍｅｄｌｉｎｅ是研究者使
用较多的３种数据库来源。但 Ｍｅｄｌｉｎｅ作为权威的
医学数据库，其收录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对
社会科学领域的收录不够全面，而社会学领域恰恰

是ＡＩＤＳ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本研究不
选用 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与选取ＩＳＩ总库相比，选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引文数据库会造成部分文献记录的
缺失，但考虑到缺失量较小，且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具有
独特的引文分析功能，故采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作为
来源数据库。

　　根据对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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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的中国ＡＩＤＳ问题的文献记录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数据的综合分析，不难
看出十多年来中国ＡＩＤＳ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
的关注，总计有７４个国家／地区，５００多个科研机构
对此问题做了研究。其中，中国和美国贡献的文献
量最大，其余各国或地区对我国 ＨＩＶ感染问题也保
持了持续的关注。研究机构的统计也再次印证了
中、美两国是此类研究的中坚力量。

　　文献量分析表明，１０年来有关我国 ＡＩＤＳ问题
的文献量逐年递增，增长规律符合逻辑曲线模型，增
长阶段处于拐点位置。这与近年我国ＡＩＤＳ问题日
益突出，政府不断加强重视，并提高宣传力度和采取
相应措施有着必然的联系。根据拟合曲线预测，在

５～８年内，年文献增量会略有下降，但增值依然会
较高。另一方面，对文献质量的要求可能会相应提
高。如果政府及相关组织、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能
把握未来这段文献高速增长期，借鉴以往经验，采取
相应手段提高这一时期科研质量，将对我国 ＡＩＤＳ
问题的改善和处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核心作者的文献内容充分显示了相关学者对于
我国ＡＩＤＳ问题的研究方向较为一致，关注的重点
十分突出，主要研究对象是高危人群和高危地区，研
究的目的大多在于探索和总结不同高危人群的宣传

教育模式。《２００９年全球ＡＩＤＳ流行报告》中指出对
高危人群、高危地区的研究可以使有限的 ＡＩＤＳ防
控资源发挥最大效益［２］。这说明了目前的研究方向
是正确有效的。日后需继续加强对高危人群、高危
地区的研究及科研投入，优化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
发挥更大的科研效益。

　　统计范围内的研究文献中存在着广泛的国际合
作和机构合作，比例分别为４８％和７５％。特别是

２０００年以后，国家间和机构间的合作均有明显提
高。合作有效性的分析表明，有国际合作的文献其
文献被引率和所在期刊影响因子方面均显著高于无

国际合作的文献；并且随着文献合作机构的增加文
献被引率和所在期刊影响因子也有显著提高。这个
结果与之前Ｕｔｈｍａｎ［４］对尼日利亚的ＨＩＶ研究文献
计量分析中的结果相似。不同的是，后者分析的是
国家合作及作者合作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的分析
方法在其他同类文章中并不多见。通过分析结果，

不难发现，跨机构、跨国家合作不仅促进了学术及经
验交流，而且显著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影响力。此外，
多机构合作与多国合作的研究通常具有较大规模，
受关注程度较高，且研究经费充足，这对提高科研成
果的影响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合作分析产生的结
果可能与这一点有所联系。在以后的 ＡＩＤＳ研究
中，政府及相关组织应加大对机构、国际合作的投
入，积极鼓励并为机构、国际合作及交流创造条件；
而作为研究者，则应多注重合作交流，这样可以有效
提高整体科研效率和科研成果质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文献计量的角度，通过统计
分析，反映了１０年来国内外对于中国ＡＩＤＳ问题的
研究状况，并提出了相关的可行建议，这对指导以后
的相关科学研究和日后开展 ＡＩＤＳ防治相关工作，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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