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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中国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姜变通１，２，张彩云１，２，张志刚１，李　斌
１，田金徽３，丁楠楠１，２，蒋玲洁１，２

（１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２兰州大学护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３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兰州大学基

础医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分析国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ＣＲＢＳＩ）的研究现状。方法　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对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ＣＢＭ数据库收录的ＣＲＢＳＩ的期刊文献以及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数据库收录的国内作

者的相关英文文献进行文献检索及筛选，运用Ｅｘｃｅｌ建立基金、期刊、发文机构频次图，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ＢＩＣＯＭＢ

软件、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生成作者、发文机构、研究地区和关键词可视化共线网络图。结果　共检索到有效文献１４５１

篇。ＣＲＢＳＩ领域作者合作较多，机构间合作密切。发文机构分布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位居第一（２８篇），其次为解

放军总医院（１６篇）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１５篇）；基金支持以省、市、自治区项目为主；文献发表期刊以中华医院感

染学杂志为主；省市间联系较为密切，主要以华东、华北、华中地区为主；关键词以“中心静脉置管”、“ＩＣＵ”、“医院感

染”、“集束化干预”、“护理”、“目标性监测”和“危险因素”为高频词，揭示了领域研究热点。结论　目前，ＣＲＢＳＩ已引

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需加强跨地区机构及个人和科研团体之间的合作，关注该领域研究热点，提升研究质量。

［关　键　词］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可视化；Ｕｃｉｎｅｔ；ＢＩＣＯＭＢ；Ｎｅｔｄｒａｗ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８１．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１８）０７－０５９７－０９

犞犻狊狌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犪犫狅狌狋犮犪狋犺犲狋犲狉狉犲犾犪狋犲犱犫犾狅狅犱

狊狋狉犲犪犿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

犑犐犃犖犌犅犻犪狀狋狅狀犵
１，２，犣犎犃犖犌犆犪犻狔狌狀

１，２，犣犎犃犖犌犣犺犻犵犪狀犵
１，犔犐犅犻狀１，犜犐犃犖犑犻狀犺狌犻３，犇犐犖犌

犖犪狀狀犪狀１
，２，犑犐犃犖犌 犔犻狀犵犼犻犲

１，２ （１ 犜犺犲犉犻狉狊狋 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狅犳 犔犪狀狕犺狅狌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犪狀狕犺狅狌

７３００００，犆犺犻狀犪；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犖狌狉狊犻狀犵，犔犪狀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犪狀狕犺狅狌７３００００，犆犺犻狀犪；３犈狏犻

犱犲狀犮犲犅犪狊犲犱 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犆犲狀狋犲狉狅犳 犔犪狀狕犺狅狌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犮犺狅狅犾狅犳 犅犪狊犻犮 犕犲犱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犔犪狀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犪狀狕犺狅狌７３０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ＢＳＩ）ｉｎ

Ｃｈｉｎａ．犕犲狋犺狅犱狊　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７，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ｂｏｕｔＣＲＢＳＩ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ＫＩ），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ＢＭ），ＰｕｂＭｅｄ，ａｎ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ｆｕｎｄｓ，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ｉｓｓｕ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

Ｅｘｃｅ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ｓ，ｉｓｓｕ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ａｎ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ｂｙＵｃｉｎｅ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ＢＩＣＯＭＢ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Ｎｅｔｄｒａｗ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犚犲狊狌犾狋狊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４５１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ＲＢＳＩ，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ｓｕ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ａｎｋｅｄ

ｆｉｒｓｔ（２８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Ｌ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１６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Ｘｉａｎｇｙ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５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ａｉｎｌｙｉ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狅狊狅犮狅犿犻狅犾狅犵狔，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ｋ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ｃ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ｌｏｓｅ，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

·７９５·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８年７月第１７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７Ｎｏ７Ｊｕｌ２０１８



ｗｏｒｄｓｗｅ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ｅｎｏｕ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ＣＵ＂，＂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ｕｎｄ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ｗｈｉｃｈ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ＲＢＳＩｈａ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ｉｄ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ｃｉｎｅｔ；ＢＩＣＯＭＢ；Ｎｅｔｄｒａｗ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８，１７（７）：５９７－６０５］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ＢＳＩ）是指带有血管内导管或者

拔除导管４８ｈ内，患者出现菌血症、伴有发热寒战

或低血压等感染表现，除血管导管外没有其他明确

的感染源的感染性疾病［１］。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

的提高，留置血管内导管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患者输

液、肠外营养、肿瘤化学治疗、溶栓等提供了一条理

想通道［２］，其使用率逐渐升高。但是，伴随着的

ＣＲＢＳＩ发病率也呈现上升趋势
［３］。ＣＲＢＳＩ可以延

长住院日数，增加疾病经济负担，同时也是导致住院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４］。本研究通过统计计量

学方法，以作者、发文机构、国省市名、基金项目、高

频关键词等为研究载体，对ＣＲＢＳＩ研究领域进行可

视化分析，整体把握该领域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问

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与筛选　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中国知

网（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以“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ＣＲＢＳＩ”进行主题检索，文

章来源限定“期刊－医药、卫生”，未限定文献发表时

间，分别检索到目标文献１０７９、１１２６篇；在ＣＢＭ

数据库以“导管相关血流感染”、“ＣＲＢＳＩ”进行“常用

字段”检索，限定文章来源“期刊－医药、卫生”，未限

定文献发表时间，检索到目标文献７７３篇。去除重

复文献，最终纳入１４５１篇文献，以自定义格式提取

相关信息，包括作者、作者单位、期刊、基金、关键词

和国省市名，用于可视化分析。

１．２　方法　利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对纳入文献的作

者、作者单位、期刊、基金、关键词和国省市名进行统

计分析，对作者、作者单位、国省市名构建共现矩阵。

运用Ｅｘｃｅｌ软件绘制基金、期刊频次图。

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纳入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建

库，将关键词进行合并、规范化处理，获得高频关键

词，利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对关键词构建共现矩阵。

将共现矩阵导入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形成“．＃＃ｈ”为

扩展名的文本文档，该文档导入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后最

终绘制出“作者”、“作者单位”、“关键词”和“国省市

名”共线网络图。在网络图中，一个节点表示一个分

析词，节点之间的连线数表示该词与其他分析词之

间的共线次数，连线的粗细代表共线次数的多少，线

越粗，则共线次数越多；节点越大，中心度越高，与其

共线的分析词也就越多。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来源　对纳入的１４５１篇文献发表的期

刊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得到３８５种期刊杂志，频次

≥１０次的有３０种期刊，频次≥１５次的期刊见图１。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以２１１篇居于首位，中国感染

控制杂志以４８篇居于第二，护理研究、中华现代护

理杂志、中国消毒学杂志、护士进修杂志、护理实践

与研究等期刊ＣＲＢＳＩ相关文献发表量均较高，期刊

中护理学杂志较多。

２．２　作者合作情况　本研究共获得作者３８９４名，

使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统计作者频次≥４次的有４８

个，将４８×４８共现矩阵导入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得到图２

所示的作者合作共线网络图。通过节点间的连线，

可清楚地看到ＣＲＢＳＩ研究领域有着明显的作者合

作关系，胡必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高晓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陈玉平（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张京利（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王力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贾会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沈燕（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崔扬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窦英茹（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等作者处于较中心地

位，节点大，连线数量最多；除此之外，其他作者之间

关系合作也较密切，合作关系网络较为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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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ＲＢＳＩ研究发文频次≥１５次的期刊名称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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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ＲＢＳＩ研究作者合作共线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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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发文机构分布　本研究通过对发文机构进行

整理，共获得机构１０４１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位居

第一，解放军总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分别居第

二和第三。科研机构发文频次≥６次的有３７所，分

布于１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为医院。按地区分

析，北京市最多，多达８所机构；其次为广东省，有

７所机构；浙江省和江苏省各有６所机构；上海市、

湖北省和辽宁省各有２所，四川省、湖南省、陕西省

和重庆市各有１所机构，具体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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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ＣＲＢＳＩ研究发文频次≥６次的３７所机构名称及频次

犜犪犫犾犲１　Ｎａｍ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３７ａｇ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６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ＲＢＳ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发文机构名称 频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２８

解放军总医院 １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１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１２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９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９

浙江省人民医院 ９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９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８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８

北京医院 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７

广东医学院附属石龙博爱医院 ７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７

徐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７

广东省人民医院 ７

发文机构名称 频次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７

北京协和医院 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７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７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６

中国医学科学院 ６

北京军区总医院 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６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医院 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６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６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６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６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６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６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６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６

　　使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统计发文机构频次≥６次

的有３７个，将ＢＩＣＯＭＢ软件统计得到的３７×３７共

现矩阵导入 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得到图３所示的发文机

构合作共线网络图。解放军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

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

苏北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等机构处

于核心地位，彼此间合作关系最为密切，这些机构且

分别与其他机构均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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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ＣＲＢＳＩ研究发文机构共线网络图

犉犻犵狌狉犲３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ＲＢＳ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４　基金项目　本研究共获得１８９个基金项目，基

金支持率为１２．８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居于

首位，中国医院协会基金项目居第二，频次≥３的基

金项目见图４。在前３０位基金项目中，国家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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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３项，频次总计２４次，其余２７项均为地方性省、

市、自治区级基金项目，其中６项为医院院内基金项

目，频次总计达１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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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ＲＢＳＩ研究频次≥３的基金项目名称及频次

犉犻犵狌狉犲４　Ｎａｍ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ＲＢＳ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５　发文地区分布　本研究对研究所在地区进行

处理，共有３３个省市。从省、市、自治区看，江苏省和

广东省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发文频次≥４０的省市

见图５；从地域分布分析，华东地区居第一，约占

３５．２％，华北、华中次之，分别占１５．３％和１２．７％，东

北和西北分别占４．８％和５．３％，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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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ＣＲＢＳＩ研究发文频次≥４０的省市名称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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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８年７月第１７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７Ｎｏ７Ｊｕｌ２０１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６　ＣＲＢＳＩ研究发文地区地域分布

犉犻犵狌狉犲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ＲＢＳ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使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统计国省市名，将ＢＩＣＯＭＢ

软件统计得到的３３×３３共现矩阵导入Ｎｅｔｄｒａｗ软

件得到图７所示的发文机构合作共线网络图。网络

图以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四川省和湖北省为

核心，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合作较为明显，中国香港

地区与内地合作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比，前者稍多，

台湾地区学者仅与甘肃地区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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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ＣＲＢＳＩ研究省市地区共线网络图

犉犻犵狌狉犲７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ＲＢＳ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６·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８年７月第１７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７Ｎｏ７Ｊｕｌ２０１８



２．６　高频关键词　本次研究对近义词、同义词进行

合并处理，最终得到１３３９个关键词，出现频次≥１５

的高频关键词有２１个，见图８。使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

对出现频次≥１５的除去“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一词

后的２０个高频词生成２０×２０共现矩阵，利用Ｎｅｔ

ｄｒａｗ软件绘制出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见图９。

除去“导管相关血流感染”一词，“中心静脉置管”、

“ＩＣＵ”、“医院感染”、“集束化干预”、“护理”、“目标

性监测”和“危险因素”等关键词处于核心地位，连线

数量最多，是研究关注的热点。综合高频关键词词

频分布和网络图，目前ＣＲＢＳＩ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在ＩＣＵ、血液透析、肿瘤科室、新生儿科室进行中心

静脉置管时对ＣＲＢＳＩ的预防、危险因素的探讨、护

理、感染的控制与对策、目标性监测和对血流感染持

续的质量改进。

!"

#$%

&'

()*+,-

./

0123

456

789

:;

<=>

?@A

BC

DEFG

HIJK

LM9NO

PQ!RB

!"#

ST01

UVWXY$

Z$[\D]01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a

图８　ＣＲＢＳＩ研究高频关键词词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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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作者和发文机构的分布及合作情况　本研究

结果显示，在ＣＲＢＳＩ领域，已初步形成了合作密切

且发文量较为可观的科研团体，机构以解放军总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广

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

医院等机构为核心，高产作者以胡必杰、吴安华、高

晓东、陈玉平、张京利、王力红、贾会学、沈燕、崔扬

文、窦英茹等为核心构成了合作网络图。发文机构

以医院为主，这与ＣＲＢＳＩ的研究对象有关，ＣＲＢＳＩ

研究对象多为ＩＣＵ、肿瘤科、血液透析患者。但是，

高产作者以院内和同地区区域性合作为主，跨地区

合作并不明显。高产机构以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

为主，西北地区较为薄弱，可能的原因有：第一，与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政策有关，对ＣＲＢＳＩ领域的

关注度及扶持资助不足；第二，与地区医院的患者病

源、病种和医院自身的科室建设与管理有关。ＣＲＢ

ＳＩ多与中心静脉置管、重症诊疗相关，西北地区医

疗水平和诊疗质量与发达、较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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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ＣＲＢＳＩ研究高频关键词网络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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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虽然也有水平较高的三甲医院，但数量不多，因

此总体来说患者更集中于地区医疗水平更高的大型

医院。第三，与地区医务人员学历、科研知识水平和

科研能力有关。东西地区医疗领域人才分布差距

大，华东、华中、华北地区人才比较集中，如北京、上

海、湖北地区高职称、高学历人才远远多于西北地

区［５］，学历对科研能力有一定的影响［６］。当前我国

临床护士学历层次整体仍以中专和大专为主，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护士仅占１３．２％
［７］；就地区来说，华

东、华北、华中发达地区以本科及以上学历居多，且

科研能力和科研知识方面强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

仍以中专和大专为主，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严重缺

乏。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的缺乏，使得在ＣＲＢＳＩ领

域的研究关注度有所欠缺，或者即使已有关注，但缺

乏科研理论与能力，致使该地区科研成果较少。

３．２　基金支持薄弱　本研究得出，对于ＣＲＢＳＩ相

关研究的基金支持比例并不大，基金支持率仅有

１２．７５％，且以地方性省、市、自治区基金项目为主，

国家级项目和医院内基金支持相对较少。可能与申

报项目、申报人选题和标书书写规范性［８］或科研人

员缺乏课题申请的信息来源与指导［９］、基金自身立

项方向、学科专项基金缺乏、地区医院自身的建设和

管理等方面有关。

３．３　研究热点　领域研究热点指某一段时间内研

究数量较多的同一主题论文所探讨的专题和观

点［１０］。对于ＣＲＢＳ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重症患者、

肿瘤患者、血液透析患者及新生儿等，主要集中于集

束化干预、目标性监测和危险因素探讨等方面。随

着肿瘤、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疾病的患

病率逐年上升，服务对象人数不断上升，相关的重症

救治负担和疑难手术的开展也有所增加。血管内导

管插入，尤其是中心静脉置管，是ＩＣＵ常见诊疗手

段，用于特殊药物输注、病情监护、血流动力学监测、

给药、胃肠外营养支持以及血液净化治疗等［２，１１］。

新生儿尤其早产儿、（超／极）低出生体重儿存在早期

喂养困难需肠外营养，输液时间长但穿刺难度大，且

血管活性药物、抗生素等高渗药物对血管刺激性

强［１２］，因此中心静脉置管可以提供较为长期、安全

的输液通道。血液透析（ＨＤ）是ＲＲＴ的主要方式，

中心静脉导管（ＣＶＣ）被认为是较好的选择。伴随

着中心静脉置管的使用，由此引起的相关血流感染

也随之增加［１３］，有研究表明，约９０％的血流感染与

中心静脉置管有关［１４］。所以，对于ＣＲＢＳＩ的研究，

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从危险因素、致病菌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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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性监测、集束化干预或护理、感染控制和质量

控制持续改进方面，均有了大量探讨［４，１１，１３１６］。

通过统计计量学分析，采用共现网络图可视化

分析，展现了ＣＲＢＳＩ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问

题。ＣＲＢＳＩ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该领域作

者合作较多，以院内或同地区合作为主，机构间合作

较为密切，基金支持以省、市、自治区项目为主，文献

发表期刊以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为主，省、市、自治

区主要以华东、华北、华中地区为主，西北地区较薄

弱，需加强不同区域间的机构和个人及科研团体合

作；以“中心静脉置管”、“ＩＣＵ”、“医院感染”、“集束

化干预”、“护理”、“目标性监测”和“危险因素”为研

究热点。但是，目前对于ＣＲＢＳＩ，缺乏国家层面的

权威监测系统和相关权威数据；对其的干预措施较

单一，基本集中于集束化干预或护理，缺乏其他干预

措施的效果评价，不同干预之间的效果对比分析也

存在明显不足［１５］，这可能也是未来对于ＣＲＢＳＩ研

究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此外，由于本研究仅选取中

文和英文文献，且所使用的软件在对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及结果呈现时有一定的的容量限制，可能会对

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研究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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