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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研究热点的共词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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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可视化分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发表文献的关键词，总结杂志近
５年研究主题的历史演进以及热点趋势，为期刊选题策划、约稿和挖掘优质稿源提供参考。方法　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检索《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发表文献，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２软件对文献关键词进
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文献１４９９篇。出现频次排名前５位的关键词为抑郁症、抑郁、精神分裂症、焦虑、
认知功能，中心度排名前５位的关键词为反刍思维、双相障碍、失眠、儿童、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主要为情绪障
碍、认知功能、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脑功能与结构等；研究方法主要为动物实验研究、临床研究、ｍｅｔａ分析；常见
疾病为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等；作用机制研究多集中于影像学研究、脑诱发电位研

究等。认知相关领域的研究一直是热点，正念相关理论在行为医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利用静息态磁共振技

术对脑梗死等脑血管疾病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结论　可视化分析关键词可快速、直观地反映期刊研究热
点的迁移，为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挖掘创新性强的稿源提供方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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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学术期刊既受到优质稿源外流的威
胁，又面临国内同类期刊对稿源的争夺，想要在这

种竞争中得到较好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将提升期刊

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作为工作的重点［１２］。其中，

紧跟本学科前沿科技导向、追踪学科研究热点是提

高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需要对前沿选

题进行情报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选题和组稿计

划。关键词是对文章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

内容等重要信息点的浓缩，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

可掌握学科研究热点的迁移变化。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一
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可通过可视化的方法呈现科学

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揭示某学科或领域

在一定时期的综合研究情况和态势，预测相关领域

的发展趋势［３５］。本研究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２软
件对《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献进

行分析，回顾近５年的研究内容与动态，挖掘研究
热点及前沿，以期为期刊选题策划、约稿、组稿和挖

掘优质稿源等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来源。检索条件

为：文献来源＝“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精
确匹配），检索时间范围为 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检索共得到文献１４９９篇。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数据处理　将题录数据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
导出，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２软件对数据进行转化。
对相似关键词进行合并，删除无意义关键词。

１．２．２　参数设置　设置软件的时间为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时间切片为１年，节点设置为关键词，依次进行
合作网络分析和共现聚类分析，关键词 ＴｏｐＮ阈值
设为５０、修剪方式为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７．Ｒ２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
统计分析。根据对关键词的分析结果绘制知识图

谱，总结《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研究主题的历史演进以及热点趋势。

２　结果

２．１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主要是展示关键词的关注度与关

联度，从宏观上揭示一个研究领域内的重点研究内

容。分析得出共现频次≥２的关键词共计２８７个；
图谱节点数为２８９、连线数为３２３、密度为０．００７８，
频次与中心性排名前 ２０的关键词见表 １，关键词
共现图谱见图１。节点大小表示出现次数，节点越
大，该关键词出现的总次数越多；各节点之间的连

线粗细代表关键词间的联系程度。出现频次排名

前５位的关键词为抑郁症、抑郁、精神分裂症、焦
虑、认知功能，中心度排名前５位的关键词为反刍
思维、双相障碍、失眠、儿童、生活质量。可见近 ５
年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研究领域主要为情

绪障碍、认知功能、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脑功能与

结构等；研究方法主要为动物实验研究、临床研究、

ｍｅｔａ分析；常见疾病为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认知
功能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等；作用机制研究多集中

于影像学研究、脑诱发电位研究等。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文献中心度和频次排名前２０的关键词

序号 中心度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１ ０．４７ 反刍思维 １ １１４ 抑郁症

２ ０．４５ 双相障碍 ２ ９３ 抑郁

３ ０．４１ 失眠 ３ ７７ 精神分裂症

４ ０．３９ 儿童 ４ ５９ 焦虑

５ ０．３８ 生活质量 ５ ５３ 认知功能

６ ０．３６ 危险因素 ６ ３７ 阿尔茨海默病

７ ０．３４ ｍｅｔａ分析 ７ ３６ 事件相关电位

８ ０．３４ 心理韧性 ８ ３５ 大学生

９ ０．３３ 强迫症 ９ ３１ 影响因素

１０ ０．２８ 疗效 １０ ３１ 海马

１１ ０．２７ 功能连接 １１ ３１ 儿童

１２ ０．２６ 睡眠质量 １２ ２９ 学习记忆

１３ ０．２６ 单核苷酸多态性 １３ ２８ 青少年

１４ ０．２５ 焦虑 １４ ２６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１５ ０．２５ 网络成瘾 １５ ２５ 帕金森病

１６ ０．２３ 认知行为治疗 １６ ２４ 执行功能

１７ ０．２３ 不良反应 １７ ２３ 疗效

１８ ０．２０ 应对方式 １８ ２３ 心理弹性

１９ ０．２０ 心理灵活性 １９ ２３ 社会支持

２０ ０．１９ 抽动障碍 ２０ ２２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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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２．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反映该领域的历史发展规

律及未来发展方向。本研究采用 ＬＬＲ对关键词进
行聚类，模块聚类值 Ｑ为 ０．８４３６（＞０．３），聚类平
均轮廓值Ｓ为０．９５３９（＞０．５），说明此次聚类结构
显著，聚类合理。聚类后共得到１５个类别，分别是
＃１青少年、＃２谷氨酸、＃３女性、＃４社会支持、＃５危
险因素、＃６精神分裂症、＃７儿童、＃８动物模型、＃９
抑郁障碍、＃１０七氟烷、＃１１酒依赖、＃１２抑郁、＃１３
基因多态性、＃１４炎症反应、＃１５创伤后应激障碍。
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２．３　关键词突现分析
在关键词突现图谱中，红色代表关键词突现的

起止时间段，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代表突现强度，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值
越大，说明该词增长速度越快。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研
究的热点一直集中在认知相关领域，既有基于动物

模型的基础型研究，也有基于神经生物学的基因多

态性研究。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认知领域的研究依然
火热，同时，正念、脑梗死等关键词也相继出现，说

明正念相关理论在行为医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

利用静息态磁共振技术对脑梗死等脑血管疾病的

研究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文献突现关键词图谱

３　讨论

学术期刊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期刊

的主题内容，分析一定时期内学术期刊关键词的分

布特征，揭示不同时期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以及研究

者普遍关注的主题，有利于了解学科发展的整体态

势，引导科研工作者积极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进

步。文献计量学可视化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通过特定
方式将抽象的数据映射到图像中，绘制多元、动态

的可视化图谱，从不同层面展现知识结构关系及演

进规律。本研究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中华行为医学
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发表文献的关键词
进行分析，并以可视化网络的形式进行量化。通过

对《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近５年关键词共
现图谱的关键节点、聚类突现图谱的分析得出，近

年来行为医学与脑科学领域研究热点基本与当前

医学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一致，多集中在情绪障

碍、认知功能、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脑功能与结构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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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研究方式更加多样化，除了基于动物模型的

基础型研究，也有临床研究及 ｍｅｔａ分析等。在作
用机制方面，前期的研究热点为基于神经生物学的

基因多态性研究，后期热点则集中在代谢组学、影

像学方面的研究。客观上反映了《中华行为医学

与脑科学杂志》近 ５年研究主题的历史演进以及
热点趋势，同时也展现了学科领域。

期刊文献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潮流，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掌握

学科研究领域的新动向、新趋势［６８］。在期刊日常

工作中，定期对期刊文献关键词、主题词分析总结，

有利于前瞻性的预测学科热点的发展趋势，挖掘创

新性较强的稿源［９１０］。目前国内外针对期刊的文

献计量学分析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期刊本身出

发，针对其一定时间内发表的文献，计量分析其研

究主题、发文作者、发文机构等，梳理期刊一定时期

内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为期刊的下一步发展和提高

学术影响力提供参考；第二类是从期刊所属的研究

领域或主题出发，对该领域相关权威期刊发表的文

献进行计量分析，总结、梳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核

心作者、重要机构等，预测该领域后续研究趋向，为

本期刊把握研究热点提供依据。无论从哪个方面

进行研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组稿和选稿更有针

对性服务，期望将热点文章尽早发表，提高单篇文

献的被引频次，进而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本文通过文献关键词可视化分析，一方面是为

了掌握研究热点，另一方面是为了掌握更多的热点

词，在编辑审稿工作中严格把关文章的关键词，尽

量使用高频热点词，高频热点词越多，文章被检索、

引用的机会越大，这样对于提高期刊整体评价指

标，进而提高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越有利［１１１２］。

综上所述，本文以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行为医
学与脑科学杂志》发表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
析，总结近５年的研究动态和热点趋势，前瞻性的
预测学科热点的发展趋势，为提高期刊学术影响

力、挖掘创新性强的稿源提供方向和思路。本研究

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从关键词方面进行了分

析，未来需要对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及引文等做进

一步分析，以期掌握该学科领域研究实力较强的地

区、机构、作者群，在学科发展较好、科研能力较强

的地区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进一步挖掘优质稿

源，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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