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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瘙痒研究文献计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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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全球瘙痒相关文献特点和分布#了解研究现状#为更好地开展瘙痒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和依据&

方法
!

利用汤森路透的
OA(

软件分析
F1K7,+

数据库
#%D"

年以来收录的瘙痒相关文献的时间'国家'期刊'作者和高频主

题词分布#并制作作者合作网络图&

结果
!

瘙痒相关文献始于
#GE&

年#

#%D"

至
#%G"

年间发表量相对稳定#之后发表量稳步

增长&美国和德国在瘙痒研究领域的论文具有领先优势#日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发文量也较多&刊载瘙痒研究文献最多

的期刊是2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3'2英国皮肤病学杂志3和2皮肤病学文献杂志3&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分别是美国维克森林大学

医学院的
e0<.

=

0;.8)NW

'德国
7*,33,+025

地区医院重症监护医学与麻醉科的
68*,3+,26

和德国慕尼黑大学过敏与皮肤科的

U.3

P

/

&瘙痒研究的高频主题词涉及瘙痒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

结论
!

美国和欧洲国家仍是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国#中国

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有待提高&瘙痒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治是该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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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瘙痒研究文献计量学分析

!!

瘙痒是一种使人想去搔抓的不愉快的感觉#是

皮肤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它是机体对有害刺激的

多维度的感受反应#属于身体的正常防御性机制#可

引发搔抓和不良情绪反应&按照病程$

'

周%其可分

为急性瘙痒和慢性瘙痒#慢性瘙痒可不同程度地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重症患者可出现自杀倾向)

#H!

*

&

挪威一项超过
E"""

人$年龄
&"

%

D'

岁%的研究发

现#在过去
!

周内急性瘙痒的发病率为
G>È

)

&

*

&德

国一项
!""

人抽样调查发现#慢性瘙痒的患病率为

#&>$̀

#既往
#

年有
#'>È

的人群发生过慢性瘙

痒#而慢性瘙痒的终身患病率为
!!>"̀

)

E

*

(而一项

法国的研究发现#既往
!

年内
#!>È

的受调查者有

过慢性瘙痒的经历)

$

*

&随着各种瘙痒神经介质'神

经受体'相关皮肤和免疫细胞以及神经传导通路的

发现#对于瘙痒及其认知反应的认识及瘙痒的神经

编码理论也得到不断地发展#从最初的+强度假说,

到+门控假说,#以及目前的+特异性假说,和+选择性

假说,

)

!

*

&但由于起步较晚#对于瘙痒的研究和认识

还相对滞后#所以目前的理论都还不成熟#也不能全

面解释瘙痒相关的各种现象&由于引起瘙痒的病因

复杂#影响因素多#特别是对于慢性瘙痒的患者#目

前虽有慢性瘙痒治疗指南)

'

*的发表#但临床仍缺乏

有效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因此#开展与瘙痒相关临

床和基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为了解全球

瘙痒研究的概貌#我们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F1K7,+

数据库中瘙痒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定量化描

述和统计分析#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

!

资料和方法

以瘙痒作为研究主题#通过
F1K7,+

数据库进

行搜索#检索策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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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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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884,

"

(K<82*)8

*,#检索日期为
!"#E

年
#!

月
#"

日&利用汤森路透的
OA(

软件分析)

D

*对
#%D"

年以

来全球瘙痒相关文献的时间'国家'作者及高频主题

词分布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全球瘙痒领域研究的

整体情况&本文中国家分布均指第一作者所在国

家#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均指每位作者文章中所标注

第一单位&

C

!

结
!

果

!>#

!

时间分布
!

经
F1K7,+

数据库检索并筛选后

共
!D"%'

篇文献纳入本研究&以
F1K7,+

数据库

有收录以来#全球瘙痒领域研究的文献最早为
#GE&

年报道的
#

例通过药物有效控制的肝源性瘙痒症患

者#自
#%D"

年$年度文章
&

#""

篇%至
!"#E

年
#!

月

#"

日年度发文数量逐渐稳步增加#至
!"#E

年达到

年文献量最高峰
##%#

篇$图
#

%&

图
$

!

瘙痒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

!

国家分布
!

至今共有
#$D

个国家发表了瘙痒

相关文献#表
#

显示了瘙痒研究文献发表量排名前

!"

位的国家&美国在瘙痒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占据

首位#发文量达到
E#"E

篇#占该领域文献总量的

#$>#$̀

&自
#%GG

年起美国文献数量逐渐增加#从

!""E

年至
!"#E

年文献量一直稳定在
!""

篇左右(

美国的文献来源前三的城市为纽约$

!'$

%'波士顿

$

!#E

%和费城$

#$"

%&德国在瘙痒的研究领域的发文

量位居第
!

#为
##'G

篇#占
E>&#̀

#在该领域的研究

也占有重要地位(

#%GD

年至
!"#E

年德国发文量保

持稳步增加(排文献来源前三位的城市为慕尼黑

$

#EG

%'柏林$

#"$

%和明斯特$

#"&

%&发文量位居其后

的国家依次为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印度和中国

内地#分别发文
#"G&

'

GG!

'

GE'

'

'$E

'

E$'

和
E&$

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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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文献总量的
E>""̀

'

&>!'̀

'

&>#!̀

'

!>E#̀

'

#>'G̀

和
#>'#̀

#均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内地自
#%%G

年至今发表文献量一直逐步增加(

排文献来源前三位的城市为北京$

G%

%'上海$

'E

%和广

州$

EG

%&

!>&

!

期刊分布
!

!D"%'

篇瘙痒相关文献分别刊载

在
&'!#

种期刊上#主要期刊分布见表
#

&刊文最多

的期刊是2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3$

Q4) 4+&F

.ML)&"DK

%#刊文
E'E

篇#占该领域文献总量的

#>D#̀

&其次是2英国皮肤病学杂志3$

7L0"Q

.ML)&"DK

%刊文量为
&&%

篇#占
#>!$̀

&2皮肤病学文

献杂志3$

4L+!.ML)&"DK

(

&#"

#

#>#E`

%排第
&

位&

!>E

!

作者分布
!

该领域发文量前
!"

位主要为欧美

作者$表
#

%#前
&

位分别为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

院的
e0<.

=

0;.8)NW

'德国
7*,33,+025

地区医院重

症监护医学与麻醉科的
68*,3+,26

和德国慕尼黑大

学过敏与皮肤科的
U.3

P

/

#发表文献数量分别为
'!

篇'

$$

篇和
E%

篇#分别占文献总量的
">!&̀

'

">!"̀

和
">#G̀

&其后
D

位次分别为
Z,2

P

*<*@

$美国布鲁克林州立大学纽约健康科学中心#

&%

篇%'

V12*.<N.e

$日本富山大学#

&D

篇%'

Y,.<<N**2

R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

&D

篇%'

6)N-,4S7

$德国生

理与实验病理生理研究所#

&$

篇%'

X1

P

,2O

$美国布鲁

克林州立大学纽约健康科学中心#

&E

篇%'

Z,23N*2+/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中心#

&E

篇%和
W2,*;,<7

$英国伦敦联合医学院圣汤姆斯医院#

&#

篇%&

!>$

!

高频主题词分布
!

!D"%'

篇瘙痒相关文献中#

共出现
!&!$%

个主题词&将涉及瘙痒的病理生理

机制'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

预后等方面具有实际统计意义的主题词进行频次排

序后#获得排名前
!"

位的主题词$表
#

%&排名前
#"

位的是瘙痒'诊断'皮炎'特应性皮炎'红斑'皮肤病'

治疗学'超敏反应'荨麻疹和足癣&说明瘙痒的临床

诊治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

表
$

!

瘙痒文献发文量前
C\

位国家#期刊#作者及高频主题词

排序

国家或地区

名称
发文量

Bi!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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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刊名
发文量

Bi!D"%'

#

,

$

`

%

作者

姓名
发文量

Bi!D"%'

#

,

$

`

%

高频主题词

主题词
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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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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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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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瘙痒是皮肤科最为常见的临床症状#与多种皮

肤病'系统性疾病以及神经"精神疾病相关#是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相关研究起步较

晚#目前对于瘙痒的认识还很不够&利用基于

F1K7,+

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学方法#本文分析了自

#%D"

年至
!"#E

年
#!

月
#"

日
F1K7,+

数据库收录

瘙痒相关文献的时间'国家'期刊'作者和高频主题

词分布情况&结果发现#自
#%D"

年至
!"#E

年文献

数量处于稳步增加的趋势#美国和欧洲在该研究领

域处于主导地位#亚洲的日本'印度及中国内地在该

-

'&"#

-



书书书

　　 　

　　 　 　　　 　 　　　 　

第
%

期
>

廖
!

勇#等
>

基于
F1K7,+

数据库瘙痒研究文献计量学分析

领域的学术地位也不容小视&文献主要发表于美国

和欧洲的皮肤病学主流期刊#分布相对均衡&文献

贡献排前
#"

的作者中分别各有
E

位来自于美国和

德国#其中有
!

位均来自于美国布鲁克林州立大学

纽约健康科学中心#说明该研究机构在该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瘙痒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皮肤科与瘙

痒最为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瘙痒的发生受到外周和中枢的双重调控(外周

性瘙痒为致痒原感受性瘙痒#中枢性瘙痒为神经源

性瘙痒和神经性瘙痒)

G

*

&痒觉可能由无髓鞘组胺敏

感机械不敏感
M

神经$瘙痒特异性通路%'机械"热敏

感
M

神经$非特异性通路%'辣椒素敏感传入神经亚

群以及瘙痒
M

神经传导&研究发现#除组胺外还可

能有多种传导介质在皮肤中发挥血管活性调节以及

瘙痒发生的作用&外周化学介质$包括内皮素'

$H

羟

色胺'前列腺素'乙酰胆碱'白介素'

F

物质'香草基

衍生物'蛋白酶'神经营养素'神经生长因子'阿片样

肽'白三烯和血栓素等%

)

!

#

%

*可能是与游离神经末梢

上的特异性受体$包括组胺受体'内皮素受体'辣椒

素受体'蛋白酶活化受体'阿片受体'冷受体'大麻素

受体和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等%

)

!

*结合而产生瘙痒神

经冲动并传递至脊髓背角灰质)

!

*

#再通过脊髓丘脑

束传递至相应的脑功能区#最终产生瘙痒的感觉'认

知以及相应的运动反应)

#"

*

&瘙痒的中枢调节机制

可能是机械刺激性感受器激活有髓鞘
(

类神经纤

维#经突触前或突触后机制抑制脊髓灰质区的神经

回路#从而调控瘙痒感染(或者通过激活伤害感受器

从而实现中枢抑制来减轻瘙痒)

##H#!

*

&

随着对瘙痒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认识的

深入#标准化的瘙痒两步临床分类法也由瘙痒研究

国际论坛$

C38,23*8.03*4L021-5028N,681+

9

05

C8)N

#

CL6C

%制定并发布!基于临床表现的第一步#包

括炎症性皮肤病源性瘙痒'非炎症性皮肤病源性瘙

痒以及慢性搔抓继发性皮损相关瘙痒(基于潜在疾

病的第二步#包括皮肤病'系统性疾病'神经性疾病'

精神及心理疾病'混合性和其他不确定病因)

#&

*

&由

上可见多种基础病均可引起瘙痒#导致瘙痒的病因

学诊断仍非常困难(常常需要基于病史'体格检查'

实验室以及特殊检查结果#通过多学科$包括!皮肤

科'内科'疼痛科'神经科以及心理科等%共同协作来

实现)

#E

*

&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数$

A,2-*8040

P9

X.5,

1̂*4.8

9

C3+,[

#

AX̂ C

%和强度尺度$

.38,3<.8

9

<)*4,<

%

已被证明能够有效评价瘙痒的强度和对患者生活质

量的影响)

#$

*

&基于病因学诊断和症状评估#对于组

胺依赖的瘙痒推荐使用抗组胺药(而对于非组胺依

赖的瘙痒控制则更依赖于有效的基础病治疗#以及

相关机制的研究进展提供的新的治疗选择#如!加巴

喷丁和普瑞巴林在慢性肾功能不全以及胆汁淤积相

关瘙痒中的应用)

#'H#D

*

(局部应用以辣椒素受体

$

OUF?H#

%为靶点的辣椒素软膏可有效治疗结节性

痒疹和光敏感诱发的皮肤瘙痒)

#G

*

(钙调磷酸酯酶抑

制剂$他克莫司和吡美莫司%可与
M

神经纤维表达的

OUF?H#

结合#外用制剂可以明显缓解特应性皮炎

患者的瘙痒症状)

#%

*

(大麻素受体激动剂可以明显减

轻患者的瘙痒感觉)

!"

*

(

)

阿片受体激动剂可以减轻

尿毒症患者的皮肤瘙痒)

!#

*

&

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文献自
#%%G

年后逐年增

加#且主要来源于北京'上海和广州地区(但在发表

文献总数上与欧美科研强国还有相当的差距#目前

排名第
G

&

!"#!

%

!"#E

年中国内地的年文献量均保

持在
'"

篇以上#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得到

重视&中国来源文献主要集中于瘙痒相关疾病诊治

的临床报道和研究)

!!H!&

*

#而瘙痒机制研究主要集中

于脊髓小胶质细胞在慢性瘙痒形成中的作用)

!E

*

'脊髓

蛙皮素识别神经元)

!$

*和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

*的激活

在瘙痒的中枢识别的作用#以及内皮素
#

诱导瘙痒的

机制研究)

!DH!G

*

#但目前基础研究与欧美国家相比数量

较少(中国学者需开展更多的多中心'多机构共同参

与的科研协作来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竞争力&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瘙痒形成的基本机制仍未

阐明#特别是与慢性瘙痒相关的组胺非依赖瘙痒机

制)

!%

*

#但有关瘙痒介质和受体'神经元通路以及瘙

痒病理机制的研究为瘙痒的临床诊治提供了一定的

科学依据#未来通过多中心'跨学科'多机构共同参

与的科研协作#将会为慢性瘙痒提供更为有效的诊

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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