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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近 &' 年来近视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方法%检索 C": 6.D0+"@0"核心数据库中 F'&) 年 & 月 & 日至 F'FF 年 &F 月 )& 日近视相关的研究类和综述类
文献"使用 aXDI+"J"?软件对国家)研究机构)作者进行共现分析"使用 =+#"D]$0"软件对关键词和共被引参考
文献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最终纳入 U (EL 篇文献"涉及 &F) 个国家或地区"( &L' 个机构和 FU )E) 位作者(

通过分析发现全球在近视领域的发文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中国是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来自美国的研究总被引
用次数最多( 关键词分析结果表明"早期近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屈光手术)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遗传学研
究以及流行病学特征"而近年来研究重点已迅速转向近视的预防和控制( 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近
视领域包含多个聚类模块"如v' 学龄儿童)v& 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vF 近视控制)v) 屈光不正)vE 接
触镜等研究方向( 研究前沿主要聚焦于近视管理技术)近视与视网膜和脉络膜血管)人工智能在近视领域的
应用等方面(%结论%近十年近视研究领域涵盖眼科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眼视光学)流行病学等多个学科
领域( 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近视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早期识别和筛查)管理技术)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以制
定更加有效)安全的近视防控策略(%

$关键词%%近视* 文献计量学* 数据可视化* 屈光手术* 近视防控* C": 6.D0+"@0"* aXDI+"J"?*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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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B?"I"$,"< #>$##>"K,6:$,]/:,+0$#+6@ +@ !26]+$>$B:""@ +@0?"$B+@K"J+#> =>+@$>$I+@K#>">+K>"B#]/:,+0$#+6@"
$@< ?"B"$?0> .?6!#>"Q@+#"< D#$#"B:"+@K#>"!6B#0+#"<58"2J6?< $@$,2B+BB>6J"< #>$##>""$?,2>6#B]6#B6.!26]+$
!$+@,2.60/B"< 6@ ?".?$0#+I"B/?K"?2" <+$K@6B+B$@< #?"$#!"@#6.06!],+0$#+6@B" K"@"#+0B" $@< "]+<"!+6,6K+0$,
0>$?$0#"?+B#+0B"J>+,"?"0"@#?"B"$?0> >$B?$]+<,2B>+.#"< #6J$?<B!26]+$]?"I"@#+6@ $@< 06@#?6,5H>"?"B/,#B6.#>"
0,/B#"?$@$,2B+B6.#>"06\0+#"< ?"."?"@0"BB>6J"< #>$#!26]+$?"B"$?0> 06@#$+@"< B"I"?$,0,/B#"?B"B/0> $Bv' B0>66,\
$K"< 0>+,<?"@"v& B!$,,+@0+B+6@ ,"@#+0/,""̂#?$0#+6@"vF !26]+$06@#?6,"v) ?".?$0#+I""??6?"vE 06@#$0#,"@B"B""#05H>"
0/??"@#?"B"$?0> .?6@#+"?.60/B"B6@ !26]+$!$@$K"!"@##"0>@6,6K2"!26]+$$@< ?"#+@$,$@< 0>6?6+<$,I"BB",B"$@< #>"

!(E4!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F'FE 年 ( 月第 EF 卷第 ( 期%=>+@ *̀̂] X]>#>$,!6," /̀,2F'FE"a6,5EF"b65(



fmx_T3RoZXJNaXJyb3Jz

$]],+0$#+6@ 6.$?#+.+0+$,+@#",,+K"@0"+@ !26]+$5%=&"2,4./&".%;26]+$?"B"$?0> +@ #>"]$B#&' 2"$?B06I"?B$J+<"
?$@K"6.<+B0+],+@"B"+@0,/<+@K6]>#>$,!6,6K2"!6,"0/,$?:+6,6K2"K"@"#+0B"6]#6!"#?2$@< "]+<"!+6,6K25Y@ #>"./#/?""
#>"?"+B$@""< #6./?#>"?"̂],6?"#>""#+6,6K2$@< ]$#>6K"@"B+B6.!26]+$""@>$@0""$?,2+<"@#+.+0$#+6@ $@< B0?""@+@K
!"#>6<B"+!]?6I"!$@$K"!"@##"0>@+-/"B.6?!26]+$"$<I$@0"$?#+.+0+$,+@#",,+K"@0"\$BB+B#"< <+$K@6B+B6.!26]+$#6
<"I",6] !6?"".."0#+I"$@< B$."B#?$#"K+"B.6?!26]+$]?"I"@#+6@ $@< 06@#?6,5

">#- %&'3.#7 ;26]+$* e+:,+6!"#?+0B* W$#$ I+B/$,+_$#+6@* G".?$0#+I" B/?K"?2* ;26]+$ ]?"I"@#+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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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预计到
F'L' 年"全球将有近 L'O的人罹患近视"其中约 &'O
的人将受高度近视影响

+ &cF, ( 据 F'F' 年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我国 4 d&N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
患病率高达 LFM(O"且近视的低龄化和程度加深趋势
越来越明显"导致病理性近视患病率显著升高 + ), ( 病
理性近视引起的眼部并发症以及不可逆视觉损害给个

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因此"近视防控工作在
我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了近视相关研究的不断
开展( 目前"调节滞后)周边离焦)神经递质传递异常
和巩膜缺氧等机制已被证明参与了近视的发病过

程
+ EcL, ( 此外"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经鉴定出多种遗

传变异与近视相关
+ 4, ( 随着近视防控研究的不断进

步"全球近视领域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出现了角膜塑
形镜)多焦点软性角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等近视
控制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近视控制效果( 从大量
文献中获取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未来的发展方
向"从而为临床决策和临床指南提供信息至关重要(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通过数学和统计学的方
法定量分析文献"采用可视化图谱呈现研究领域的知
识结构和新兴趋势

+ (cN, ( 本研究检索 C": 6.D0+"@0"
&CXD'核心数据库中近十年近视相关文献"并借助
aXDI+"J"?和 =+#"D]$0"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期
提供近视领域的知识结构和未来趋势"为该领域的后
续研究提供参考(

A7资料与方法

A5A%一般资料
选择 CXD 数据库核心库进行检索( 使用主题检

索途 径" 检 索 式 为 - !26]+$. XG - !26]+$B. XG
-@"$?B+K>#"<@"BB.XG- @"$?B+K>#"<@"BB"B."文献类型限
定为 - R?#+0,". 和 - G"I+"J $?#+0,"." 语 种 限 制 为
-*@K,+B>."文献检索时间跨度为 F'&) 年 & 月 & 日至

F'FF 年 &F 月 )& 日( 共检出相关文献 U N(N 篇"由 F 名
研究人员独立对纳入文献进行筛选"浏览文章的标题和
摘要后删除与本研究无关以及重复文献"意见分歧通过
讨论确定( 最终共纳入 U (EL 篇相关文献&图 &'"检索
结果以-全记录与引用参考文献.#̂#格式导出(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

(n=11857)

纳入10093篇文献

纳入9878篇文献

纳入9749篇文献

最终纳入9745篇文献

剔除非研究类和
非综述类文献

(n=1764)

剔除非英文类文献

(n=215)

剔除重复文献

(n=4)

剔除非英文类文献

(n=129)

图 A7BTAC)BTBB 年近视相关文献筛选流程图
?/54'#A7?,&%21*'$0&'.2'##"/"5 )-&@/*+'#,*$#3,/$#'*$4'#0'&)
BTAC $& BTBB

A5B%文献计量分析
采用 ;+0?6B6.#*̂0",F'F& 软件绘制文献的发文量

随年份变化趋势图( 采用 aXDI+"J"?&&545&N 版' + U,
和

=+#"D]$0"&45&5G4 版' + &',
软件提取文献中的作者)国

家)机构)关键词和参考文献数据(

!NE4!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F'FE 年 ( 月第 EF 卷第 ( 期%=>+@ *̀̂] X]>#>$,!6," /̀,2F'FE"a6,5EF"b65(



fmx_T3RoZXJNaXJyb3Jz

B

A

C
图 C7BTAC$BTBB 年近视研究领域文献的国家或地区分布情况7R#发文量 L' 篇及以上的国家或地
区的合作网络%每个节点代表 & 个国家或地区"共有 )4 个节点"节点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的密切程
度%e#发文量排名前 &L 的国家或地区%=#总被引次数排名前 &L 的国家或地区
?/54'#C7P/.$'/64$/&"&0)-&@/*+'#,*$#3,/$#'*$4'#/"3/00#'#"$2&4"$'/#.&''#5/&".0'&)BTAC $& BTBB7
R#H>"06\$/#>6?B>+] @"#J6?1 6.06/@#?+"B6??"K+6@BJ+#> L' 6?!6?"]/:,+0$#+6@B%*$0> @6<"?"]?"B"@#"< 6@"
06/@#?26??"K+6@"J+#> )4 @6<"B+@ #>+B@"#J6?15H>"J+<#> 6.,+@":"#J""@ @6<"B?"]?"B"@#"< 0,6B"@"BB6.
066]"?$#+6@%e#H>"#6] &L 06/@#?+"B6??"K+6@BJ+#> #>">+K>"B#@/!:"?6.]/:,+0$#+6@B%=#H>"#6] &L
06/@#?+"B6??"K+6@BJ+#> #>">+K>"B#@/!:"?6.0+#$#+6@B

%%采用 aXDI+"J"?软件绘制国家)研究机构和作者
的合作网络"网络图中相同颜色的节点表示同一聚类"
节点的大小代表出现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宽度由
-#6#$,,+@1 B#?"@K#>.总联系强度指标进行定量"代表合
作的密切程度( 基于 =+#"D]$0"软件内置的对数似然
比算法对文献中的关键词和共被引参考文献进行聚类

分析"聚类标签分别提取于文献的关键词和标题"并根
据模块值&;6</,$?+#2"l值'和平均轮廓值& D+,>6/"##""
D 值'判断聚类效果"其中 li'M) 表示各聚类结构显
著"Di'ML 表示聚类内部一致性较好"Di'M( 表示该聚
类令人信服

+ &&, ( 同时采用 =+#"D]$0"软件对关键词进
行突现词分析和时间线图分析"其中突现词是指在一
定时间跨度内某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显著增加"其突
变强度&B#?"@K#>'值越大"突现强度越高"意味着此关
键词在该时间跨度内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力越大"是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 &Fc&), *时间
线图是对每个聚类模块中关

键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分析"
以体现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B7结果

B5A%文献发文量随时间变化
情况

近 &' 年间"近视文献发
文量随时间整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 F'&)/F'&U 年"近视领
域的发文量相对平稳"整体呈
缓慢上升趋势"平均每年发文
(UN 篇( 自 F'F' 年"发文量急
剧增加" ) 年时间共发表了
E &L( 篇文章"平均每年 & )N4
篇&图 F'(
B5B%文献的国家或地区分布

近十年来"共有 &F) 个国
家或地区开展了近视相关研

究( 发文量 L' 篇及以上的国
家或地区的合作网络图显示"
总联系强度最高的 ) 个国家
是美国&F &4(')中国&& 4&L'
和英国 & & FU)' &图 )R'( 中
国的发文量最多&) ')L 篇"占
)&M&EO'"其次为美国 & F F'(
篇"占 FFM4LO' 和澳大利亚
&(4E 篇"占 (MNEO' &图 )e'(

在被引频次方面"来自美国的研究总被引次数最多
&)N EU& 次 '"其次为中国 & )L )4N 次 ' 和澳大利亚
&&U N'& 次'&图 )='(

图 B7BTAC$BTBB 年近视研究领域文献发文量随时间变化图
?/54'#B7M46,/2*$/&"$'#"3./"$1#0/#,3&0)-&@/* 0'&) BTAC $&
BTBB

!UE4!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F'FE 年 ( 月第 EF 卷第 ( 期%=>+@ *̀̂] X]>#>$,!6," /̀,2F'FE"a6,5EF"b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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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7BTAC$BTBB 年各机构在近视研究领域的贡献情况%R#发文量 N' 篇及以上的科研机构的合作网
络%每个节点代表 & 个科研机构"共有 FU 个节点"节点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的密切程度%e#发文量最多
的 &L 个科研机构%=#被引频次最高的 &L 个科研机构
?/54'#D7=&"$'/64$/&"&0/".$/$4$/&"./"$1#0/#,3&0)-&@/* 0'&) BTAC $& BTBB%R#H>"06\$/#>6?B>+]
@"#J6?1 6.?"B"$?0> +@B#+#/#+6@BJ+#> N' 6?!6?"]/:,+0$#+6@B%*$0> @6<"?"]?"B"@#"< 6@"?"B"$?0> +@B#+#/#+6@"J+#>
FU @6<"B+@ #>+B@"#J6?15H>"J+<#> 6.,+@":"#J""@ @6<"B?"]?"B"@#"< 0,6B"@"BB6.066]"?$#+6@%e#H>"#6] &L
?"B"$?0> +@B#+#/#+6@BJ+#> #>">+K>"B#@/!:"?6.]/:,+0$#+6@B%=#H>"#6] &L ?"B"$?0> +@B#+#/#+6@BJ+#> #>">+K>"B#
@/!:"?6.0+#$#+6@B

B5C%文献的机构分布
F'&)/F'FF 年"全球共有 ( &L' 个科研机构参

与了近视领域的研究( 机构合作网络图显示"总联
系强度最高的 ) 个机构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 'UE' )新加坡国立眼科中心 & UUE '和中山大学
&()U' &图 ER' ( 中山大学发文量最多 & )UE 篇"占
EM'EO' "其次为复旦大学 & )NF 篇"占 )MUFO'和首
都医科大学&F4E 篇"占 FM(&O' &图 Ee' ( 新加坡国
立大学相关研究总被引用次数最多&( 'E' 次' "其次
为中山大学&4 FN' 次'和德国的海德堡大学 & L )&L
次' &图 E=' (
B5D%文献的作者分布

共有 FU )E) 名作者参与近视领域的研究( 作者
合作网络图显示"总联系强度最高的 ) 位作者分别是
6̀B#e5̀6@$B&(EE')82616X>@6\;$#B/+&444'和 D"$@K\
;"+D$J&4'''&图 LR'( 来自复旦大学的周行涛教授
发表文章数量最多 & &44
篇"占 &M(O'"其次是来自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 6̀B#e5
6̀@$B& &L& 篇"占 &MLLO'
和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

的 82616X>@6\;$#B/+& &)&
篇"占 &M)EO' &图 Le'(
在被引频次方面" 6̀B#e5
6̀@$B文献总被引次数最多
&L )&E 次 '"其次是 C6@K
H+"@ V+@ & L 'EF 次 ' 和
82616X>@6\;$#B/+& E 'FL
次'&图 L='(
B5E%文献的关键词分析
B5E5A%突现关键词分析%
突现 词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F'&)/F'&N年突现关键词为
]>6#6?".?$0#+I" 1"?$#"0#6!2)
B/B0"]#+:+,+#2 ,60/B) :,/"
!6/@#$+@B"2"等"表明近视
研究热点为屈光手术)遗传
学研究以及流行病学特征*
F'&U/F'FF 年突现关键词
为 #+!" B]"@#) I+B/$,
-/$,+#2) Y;Y) +@#"?I"@#+6@)
B0>66,)<""] ,"$?@+@K等"表
明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迅速

集中于近视的预防和控制

等研究方向&图 4'(
B5E5B% 时间线图分析%文献关键词聚类的模块值
lT'MNNL"轮廓值 DT'MULU )"提示聚类结构显著且结
果令人信服*聚类大小排序前 &' 的聚类时间线图显
示"自 F'&4 年"阿托品&聚类vE'和户外活动&聚类vU'
相关的研究数量较多"且连续性较好&图 ('(
B5Q%共被引文献分析
B5Q5A%聚类分析%F'&)/F'FF 年近视研究领域共被
引文献共 &F' L)& 篇"聚类分析获得排序前 &N 的有效
聚类"所得聚类的模块值 lT'MN'U"轮廓值 DT'MUF&"
说明聚类结构显著且结果令人信服( 共被引文献研究
内容涵盖聚类v' B0>66,0>+,<?"@&学龄儿童')聚类 v&
B!$,,\+@0+B+6@ ,"@#+0/,""̂#?$0#+6@&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
取出术')聚类 vF !26]+$06@#?6,&近视控制')聚类 v)
?".?$0#+I""??6?&屈光不正')聚类vL 06@#$0#,"@B"B&接触
镜'等&表 &'(

!'L4!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F'FE 年 ( 月第 EF 卷第 ( 期%=>+@ *̀̂] X]>#>$,!6," /̀,2F'FE"a6,5EF"b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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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图 E7BTAC$BTBB 年作者在近视研究领域的贡献情况%R#发文量 E' 篇及以上作者的合作网络%
每个节点代表 & 位作者"共有 )E 个节点"节点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的密切程度%e#发文量最多
的 &L 位作者%=#被引频次最高的 &L 位作者
?/54'#E7=&"$'/64$/&"&0*4$1&'./"$1#0/#,3&0)-&@/* 0'&) BTAC $& BTBB%R#H>"06\$/#>6?B>+]
@"#J6?1 6.$/#>6?BJ+#> E' 6?!6?"]/:,+0$#+6@B%*$0> @6<"?"]?"B"@#"< 6@"$/#>6?"J+#> )E @6<"B+@ #>+B
@"#J6?15H>"J+<#> 6.,+@":"#J""@ @6<"B?"]?"B"@#"< 0,6B"@"BB6.066]"?$#+6@%e#H>"#6] &L $/#>6?B
J+#> #>">+K>"B#@/!:"?6.]/:,+0$#+6@B%=#H>"#6] &L $/#>6?BJ+#> #>">+K>"B#@/!:"?6.0+#$#+6@B

图 Q7BTAC$BTBB 年近视研究文献关键词的突现分析%红色线条代
表该关键词成为研究热点的历时阶段"灰色代表关键词还未出现"绿
色表示关键词开始出现

?/54'#Q7>#-%&'3#)#'5#"2#*"*,-./.&0)-&@/*+'#,*$#3,/$#'*$4'#
0'&) BTAC $& BTBB% H>"?"< ,+@"?"]?"B"@#B#>"#+!"]"?+6< 6.#>"
1"2J6?< :"06!+@K$>6#B]6#"#>"K?$2!"$@B#>"1"2J6?< >$B@6#2"#
$]]"$?"<"$@< #>"K?""@ !"$@B#>"1"2J6?< :"K+@ #6$]]"$?

B5Q5B%研究前沿探测%研究前
沿由施引文献组成"聚类中文献
的均值年份与对应聚类的施引文

献年份呈正相关"聚类的均值年
份越新"施引文献越新( 选取均
值年份最新的前 E 个聚类模块"

依次为聚类vF !26]+$06@#?6,&近
视控制')聚类v( >+K> !26]+$&高
度 近 视 ') 聚 类 v &) ?"#+@$,
!+0?6I$B0/,$#/?"&视网膜微血管'

和聚类v&E 06I+<\&U ]$@<"!+0&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大流行'( 由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得到有效控

制"相关领域演化为研究前沿的
概率低"故未分析该模块的施引
文献( 最终统计其余 ) 个聚类中
引用占比排名前 ) 的施引文献(

其中"施引文献 b"!"#> &̀ F'F&'

的参考文献来自聚类vF 最多"占
比 L(O*施引文献 6̀@K;&F'F&'

的参考文献来自聚类v( 最多"占
比 F(O*施引文献 C$@Kn&F'F&'

的参考文献来自聚类 v&) 最多"

占比 &LO&表 F'(

图 V7BTAC$BTBB 年近视研究文献关键词的时间线图分析%时间线

上的菱形代表关键词"菱形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词频大小"菱形中

环的不同颜色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年份"同心环越宽表示关键词出

现次数越多

?/54'# V 7 F/)#,/"# *"*,-./. &0 (#-%&'3. /" )-&@/*+'#,*$#3

,/$#'*$4'#0'&) BTAC $& BTBB%H>"?>6!:/B6@ #>"#+!",+@"?"]?"B"@#"<

#>"1"2J6?<5H>"B+_"6.<+$!6@< @6<"B?"]?"B"@#B#>".?"-/"@026.

1"2J6?<B5H>"<+.."?"@#06,6?"< ?+@KB+@ #>"?>6!:/B?"]?"B"@#"< #>"2"$?

J>"@ #>"1"2J6?< $]]"$?"<5H>":+KK"?#>"?+@K" #>"!6?"#+!"B#>"

1"2J6?< $]]"$?"<

!&L4!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F'FE 年 ( 月第 EF 卷第 ( 期%=>+@ *̀̂] X]>#>$,!6," /̀,2F'FE"a6,5EF"b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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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BTAC$BTBB 年近视研究领域共被引文献排序前 AW 的聚类标签信息
F*6,#A7F&@AW 2,4.$#'/"5 ,*6#,.0&'$1#2&+2/$#3,/$#'*$4'#/"$1#0/#,3&0)-&@/* 0'&) BTAC $& BTBB

聚类号 大小 均值年份 聚类标签

' &EE F'&L B0>66,0>+,<?"@ z]>2B+0$,$0#+I+#2z0>+@$z?+B1 .$0#6?z/@+I"?B+#2B#/<"@#

& &&L F'&E B!$,,\+@0+B+6@ ,"@#+0/,""̂#?$0#+6@ zB+#/ 1"?$#6!+,"/B+Bz."!#6B"06@< ,$B"?\$BB+B#"< ,$B+1

F UF F'&N !26]+$06@#?6,z,6J06@0"@#?$#+6@ $#?6]+@"z!26]+00>+,<?"@

) UF F'&) ?".?$0#+I""??6?z>+K> !26]+$z=>+@"B"]6]/,$#+6@ zK"@6!"\J+<"$BB60+$#+6@ B#/<2

E N& F'&& 06@#$0#,"@B"Bz>+K> !26]+$z]"?+]>"?$,?".?$0#+6@ z]"?+]>"?$,<".60/B

L (U F'&E 6]#+0@"?I">"$< ze"+[+@K"2"B#/<2z]$?$]$]+,,$?2$#?6]>2z]$?$]$]+,,$?2K$!!$_6@"

4 (E F'&L ?".?$0#+I"<"I",6]!"@#zK/+@"$]+Kz+@.$@#?>"B/B!6@1"2z#"!]6?$,.?"-/"@02z0+?0$<+$@ ?>2#>!

( 44 F'&N >+K> !26]+$zB]"0#$0,","@B"Bz@$??$#+I"?"I+"Jz06@#?6,,"< #?+$,

N 4F F'&& 0>6?6+<$,#>+01@"BBz6]#+0$,06>"?"@0"#6!6K?$]>2zBJ"]#\B6/?0"6]#+0$,06>"?"@0"#6!6K?$]>2

U LN F'&( 0>6?6+<$,I$B0/,$?+#2+@<"̂ zB/:.6I"$,0>6?6+<$,#>+01@"BBz#6]6K?$]>+0<+B#?+:/#+6@ ."$#/?"

&' L( F'&4 !26]+0!$0/,6]$#>2z]$#>6,6K+0!26]+$z?"#+@$,<"#$0>!"@#z]6B#"?+6?B#$]>2,6!$

&& L4 F'&F !26]+00>6?6+<$,@"6I$B0/,$?+_$#+6@ z+@#?$I+#?"$,:"I$0+_/!$: z$@#+\I"K.#>"?$]2

&F LF F'&L ]6B#"?+6?0>$!:"?z0"@#?$,>6,"z]>$1+0+@#?$60/,$?,"@ z,6@K\#"?!$BB"BB!"@#

&) L& F'&N ?"#+@$,!+0?6I$B0/,$#/?"zI"BB",<"@B+#2z@6@\]$#>6,6K+0$,>+K> !26]+$

&E )F F'F' 06I+<\&U ]$@<"!+0z06I+<\&U ,601<6J@ z>6!"06@.+@"!"@#z?".?$0#+I"B#$#/B

&L FN F'&' R/B#?$,+$@ B0>66,0>+,<?"@ z?".?$0#+I""??6?z?".?$0#+I"B#$#/Bz@66?$I$?$@ B$,$!$#

&4 FE F'&& K$@K,+6@ 0",,\+@@"?],"̂+.6?!,$2"?zK,$/06!$<"#"0#+6@ $:+,+#2z!26]+0K,$/06!$

&( F& F'&' #?""B>?"Jz#?""B>?"JB0,"?$zK"@""̂]?"BB+6@ B+K@$#/?"z+@I"B#+K$#+@K!"0>$@+B!

%注#均值年份指该聚类文献的平均发表年份
%b6#"#H>"!"$@ 2"$??"."?""< #6#>"$I"?$K"]/:,+0$#+6@ 2"$?6.#>"0,/B#"?,+#"?$#/?"

表 B7各新兴聚类模块中引用率排前 C 位的施引文献
F*6,#B7=/$/"5 *'$/2,#.%/$1$&@C 1/51#.$2/$*$/&"@'&@&'$/&"&0$1##)#'5/"5 2&+2/$*$/&")&34,#.

聚类标签
引用

占比&O'
作者

&年份' 题目 期刊

vF
!26]+$06@#?6,

L( b"!"#> &̀F'F&' Q]<$#"$@< K/+<$@0"6@ !$@$K"!"@#6.!26]+$5*/?6]"$@ B60+"#26.
6]>#>$,!6,6K2+@ 066]"?$#+6@ J+#> +@#"?@$#+6@$,!26]+$+@B#+#/#"

N-@/<)"# %/-@#"= /5
;<+:+"=>/=/$,

EE 6̀@K; &F'F&' Y;YF'F& 2"$?,2<+K"B# 8#E)9:&$":&E);<+:+"=>/=/$,F
G&9-"=HC&)#C)

)( e?"@@$@ bR
&F'F&'

*..+0$02+@ !26]+$06@#?6, !@/$@)99&# U):&#"="#' N,)
U)9)"@C+

v(
>+K> !26]+$

F( 6̀@K; &F'F&' Y;YF'F&2"$?,2<+K"B# 8#E)9:&$":&E);<+:+"=>/=/$,F
G&9-"=HC&)#C)

FE e?"@@$@ bR
&F'F&'

*..+0$02+@ !26]+$06@#?6, !@/$@)99&# U):&#"="#' N,)
U)9)"@C+

&( A+V&F'FF' 9$#>6,6K+0!26]+$# $<I$@0"B+@ +!$K+@K$@< #>"]6#"@#+$,?6,"6.
$?#+.+0+$,+@#",,+K"@0"

6@&:&9+ %/-@#"=/5;<+:+"=>/=/$,

v&)
?"#+@$,!+0?6I$B0/,$#/?"

&L C$@Kn&F'F&' R!"#$\$@$,2B+B6.$,#"?$#+6@B+@ #>"?"#+@$$@< 0>6?6+< +@ >+K> !26]+$
$BB"BB"< :26]#+0$,06>"?"@0"#6!6K?$]>2$@K+6K?$]>2

;<+:+"=>&CU)9)"@C+

&E m>$6; &F'F&' D#?/0#/?$,$@< >$"!6<2@$!+0]?6]"?#+"B6.60/,$?I$B0/,$#/?"+@ $̂+$,
!26]+$

.=&#&C"= "#' NV<)@&>)#:"=
;<:/>):@,

&& m>"@K7&F'F&' l/$@#+#$#+I"60#$@K+6K?$]>2 6.#>" ?"#+@$,!+0?6I$B0/,$#/?" $@<
0>6?+60$]+,,$?+B +@ >+K>,2 !26]+0 "2"B J+#> !26]+0 !$0/,$?
<"K"@"?$#+6@

6@&:&9+ %/-@#"=/5;<+:+"=>/=/$,

!FL4!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F'FE 年 ( 月第 EF 卷第 ( 期%=>+@ *̀̂] X]>#>$,!6," /̀,2F'FE"a6,5EF"b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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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讨论

全球范围内近视的患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一种
全民性的健康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CXD 数据库是
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数据库"收录了各个学科领域中有
影响力的期刊"并具有检索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引用
关系准确等优点"是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工具之
一( 本研究应用 aXDI+"J"?和 =+#"B]$0"软件对近
&' 年近视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直观地
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 本研究发
现"近 &' 年间"近视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有价值的
文献"整体发文量呈增长趋势"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参
与并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中国和美国的发文量)被
引频次和总联系强度均排名前二"表明这 F 个国家对
这一领域的研究有重大贡献"并与世界各国合作密切(
在发文量前十的国家或地区中有 L 个来自亚洲"提示
亚洲的高近视患病率引起了该地区研究者的广泛关

注
+ &E, ( 全球近视领域的研究主要由大学开展"发文量

前十的机构中有 4 个来自中国"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机
构是中国的中山大学且被引频次位居全球第二"表明
我国开展近视研究的机构较多"并且中山大学在该领
域有较强的影响力( 目前"全球在近视领域已形成多
个研究团队"基于总联系强度和合作网络发现"国外的
各团队间合作较为密切"尤其美国"处于合作网络的核
心位置"而国内研究团队间合作相对较少"未来可以加
强各单位的合作以进一步扩大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

响力( 在发文量方面"周行涛) 6̀B#e5̀6@$B和 82616
X>@6\;$#B/+等研究者的论文产出量较高*被引频次方
面" 6̀B#e5̀6@$B和 C6@KH+"@ V+@ 遥遥领先"对推动全
球近视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突现关键词分析发现"F'&)/F'&N 年的研究
主要关注屈光手术在近视矫正中的应用)鉴定近视易
感基因位点以揭示近视的遗传机制)近视的流行病学
特征等( 自 F'&U 年以来"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各种
新型近视防控技术出现"近视研究已进入新的阶段"研
究主要集中于探索近视的预防和控制( 时间线图结果
也显示"近 F 年低浓度阿托品和户外活动模块连续性
最好"提示围绕低浓度阿托品和户外活动展开的研究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屈光手术是近视矫正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早期的屈光手术包括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和准分子

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安全性和疗效较好"随着科技的
进步"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等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

+ &L, ( 另一方面"光学干预和药物干预的近视防控研

究近年来备受关注"其中光学干预主要包括多焦点框
架眼镜)多焦点软性接触镜)角膜塑形镜等*药物干预
主要为低浓度阿托品

+ &4, ( =>+$等 + &(,
比较了不同浓度

阿托品&'MLO)'M&O和 'M'&O'控制近视的效果和视
觉不良反应"认为 'M'&O阿托品控制近视的效果最
好"且不良反应最小( 然而"V$!等 + &N,

开展的低浓度

阿托品控制近视进展 &A6J\=6@0"@#?$#+6@ R#?6]+@".6?
;26]+$9?6K?"BB+6@"AR;9'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表明"
'M'LO)'M'FLO和 'M'&O的阿托品以浓度依赖的方式
延缓近视进展"其中 'M'LO阿托品控制近视更为有
效( 最近"V$!等 + &U,

公布了其 AR;9F 的最新发现"结
果表明每晚使用 'M'LO阿托品可明显降低 E dU 岁儿
童的近视发生率"而 'M'&O阿托品组与安慰剂组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由此表明"阿托品的最佳治疗浓
度尚存在争议"未来仍需开展更多的大规模)高质量临
床研究"以确定其最佳的治疗方案和剂量"同时深入研
究阿托品控制近视的机制"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

近视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
素的相互作用"包括遗传和环境等 + F', ( 探测近视易感
基因位点是近视病因研究的方向之一"有助于揭示近
视与遗传因素之间的关系"为近视的预防和治疗提供
新的思路(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鉴定出多个与近视相
关的基因位点

+ F&, ( 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分子生物学)
表观遗传学)转录组学)基因编辑等多种技术"进一步
揭示近视的发病机制并开发出新型治疗方法( 此外"
近视的发生与环境因素有密切联系"包括个人生活和
学习环境中的多种因素"如室内外光照)电子产品使
用)阅读距离)户外活动时间等( h"等 + FF,

开展的一项

随机临床试验表明"在学校增加 E' !+@ 户外活动可有
效降低 4 岁儿童的近视发病率( A+等 + F),

的研究发现"
每天给学龄儿童家长发送 F 次提醒孩子户外运动的短
信能够降低学龄儿童的近视度数或近视发病率"这表
明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和增强家长的近视防控观念可能

有助于延缓学龄儿童的近视进展( 目前"户外活动的
频率)强度和时长等因素尚未完全确定"仍需进一步研
究来探索有效的户外活动方案(

通过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发现"研究领域涉及近
视的发病机制)相关危险因素)预防和控制)诊断和治
疗以及视觉功能与近视的关系等"其中近视控制)高度
近视)视网膜微血管聚类的均值年份较新"分析这些聚
类文献的施引文献可有效追踪前沿领域( bp!"#>
等

+ FE,
撰写的近视管理指南总结了当前近视的发病机

制和遗传学"并详细讨论了流行病学)危险因素)预防
和治疗方案( 6̀@K等 + F',

综述了 F'F& 年国际近视研究

!)L4!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F'FE 年 ( 月第 EF 卷第 ( 期%=>+@ *̀̂] X]>#>$,!6," /̀,2F'FE"a6,5EF"b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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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近视研究摘要"提供了近视防治的指导意见"这对
推动近视防治和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儿
童和青少年是近视防控的主要时期"虽然有很多关于
这个主题的研究"但随访数据通常仅为 F d) 年"长期
防控的效果仍不确定( e?"@@$@ 等 + FL,

通过文献综述结

合自身的临床研究数据"对已有的近视防控方法进行
评估"为临床医生和公众选择有效的近视防控方式提
供了参考( 高度近视与近视控制聚类的施引文献部分
重合"表明这 F 个研究方向之间具有较高的交叉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度近视聚类模块中"仍存在
独立的前沿领域( A+等 + F4,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病理性

近视的检测和分类"提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未来近视
研究的一个方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视网
膜和脉络膜的血液改变参与眼球生长的调节"并与近
视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 F(c)', ( 相关研究表明"高度
近视眼的黄斑区浅层和深层血管密度以及脉络毛细血

管密度均低于正常对照眼"提示视网膜和脉络膜血管
网络的变化可能与近视进展有关

+ )&c)), ( m>"@K等 + )E,

研究发现"不同严重程度近视性黄斑病变患者的视网
膜和脉络膜微血管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影像均存在

显著变化( 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表明"近视会导致视
网膜和脉络膜血管结构和血液动力学变化( 未来可以
更深入地探究近视对视网膜血管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机

制"包括机械牵拉力)代谢调节等方面的影响"或通过
长期追踪"探究近视患者视网膜血管变化与近视发生
和发展的关系"以便更好地了解近视的病理生理进程"
并为近视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本研究采用可视化的方式"直观呈现了 F'&)/
F'FF 年近视相关研究的现状和热点"以及未来可能的
发展趋势(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纳
入文献均为英文文献"虽然可以反映近视研究在全球
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尚不能确切反映该领域在国
内的研究现状"后续的研究可以增加对中文文献的分
析( 其次"为进行共被引文献分析"本研究仅纳入
CXD 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文献"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倚"
未来需结合 9/:;"< 和 *!:$B"等医学研究数据库进
行全面检索(

综上所述"近视研究已进入新阶段"并仍在不断发
展中( 随着与分子生物学)影像学技术)人工智能)材
料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与交叉"未来的研究趋势可能聚
焦于近视的预防和控制)近视管理技术的开发)人工智
能在近视领域的应用以及近视与眼底血流关系等方面

的研究( 这些发现可以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
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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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电子版图片的要求

%%自我刊开通网上投稿以来"作者均采用将 C6?< 文档从网上在线投稿的方式"但部分来稿中所包含的图片像素较低"这些图片

便于网上审稿"并不能用于制版印刷( 因为显示器与彩印纸品的色彩形成截然不同"显示器应用红)绿)兰的三原色原理发射光线

形成图像"这种色彩形成的原理被称为 Gke模式*而彩色印刷品是兰)红)黄)黑四色油墨印制在纸制品上来形成彩色图像"这种原

理被称为 =;V8模式( 那些在显示器上看起来比较清晰但分辨率较低的图片在实际印刷时不能转换为高质量 =;V8模式的图片(

为了保证论文的刊出质量及本刊的印刷出版质量"如果作者的来稿中附有组织病理图)免疫荧光染色图)免疫组织化学图)细胞图"

请作者将原图保存为 HY77格式或 9̀k格式"图片的分辨率至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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