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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借助信息可视化工具，以中国知网建库时间 --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发表的文献为样本数据，对 CNKI（中国知识资源

总库）收录的中医人才培养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借助文献作者、机构、基金项目的分布来分析中医人才培养研究主

体的构成；通过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并结合词频与中心度来解析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研究主题与热点，旨在为大家直观展示我

国中医人才培养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未来的研究趋势，从而辨识和探测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基本动向和整体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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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Trend of TCMTalents Cultivation in China*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ols,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TCM talent cultivation collected by CNKI (China Knowledge Resource Base)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the documents pub-

lish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ime of China KnowledgeNet-December 31, 2017, and analys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TCM talent cultivation by drawing up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funds of the literatures. Key words co-occurrence at-

las and word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topics and hotspots of TCM personnel training in China. The pur-

pose is to sh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of TCM personnel training in China intuitively, so as to

identify and explore the basic trend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CM personnel trai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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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和《中医药

法》的颁布实施，表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1]。中

医药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所以发展中医药事

业，"培养人 "是根本任务。近年来，各大中医院校均在从不同

途径、不同方式探索中医人才培养的新思路，也做出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可视化分析技术[2]是近年来我国学术领域常用的

分析方法，利用该技术可直观分析某一领域近年来发展的总体

概况和发展前沿。本文通过对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收录

的中医人才培养领域文献的年度发文量、发表期刊、研究机构、

文献作者以及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为大家直观展示目前

该领域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未来的研究趋势，旨在展现我国

中医人才培养的研究现状，厘清中医人才培养研究的整体发展

脉络，准确把握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基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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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来源：采用主题 --中医人才培养检索中国知网建库时间

-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发表的文献，共检索文献 720篇,剔除

会议、报纸、报告及与研究主题不符和重复文献，剩余 587篇。

方法：将在 CNKI检索的符合要求的文章进行格式转换，导入

Citespace 5.3，利用该软件绘制关于中医人才培养的知识化图

谱，并进行可视化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中医人才培养发展现状

2.1.1 年度分布 论文产出是科研发展的主要成果形式之一，

分析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可以反映所调查的研究领域的发展

速度，把握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与研究规模[3,4]。我国中医人

才高等教育始于 1956年，，至 1983年，茹古香发表 "辽宁中医

学院关于中医人才培养开发和教育改革的意见 "，至此打开了

各高校中医人才培养建设的帷幕。分析中医人才培养研究文献

年度发文量（图 1），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研究的发展大体可划分

为两个时期，即 1983年到 2006年的萌芽期和 2007年到现在

的发展期。在 1983年 -2006年，国家不断重视中医人才培养建

设，完善中医教育体系，建立中医高等教育，但中医人才培养研

究发展仍十分缓慢，平均年发文量＜10篇；而新世纪的到来，

引领出了一个全新的高等中医药教育时代，2007年 -至今，在

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下，中医人才培养建设起色显著，文

献年发布量呈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总体上看，中医人才培养

研究在不断深化，理论与实践指导日渐丰富。

图 1 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研究文献年度发文量

Fig.1 China's TCM personnel training research literatur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2.1.2 来源与基金分布 调查基金支持的论文可以分析某一

研究在其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创新程度、发展前景和研究制

高点，反映某研究领域受资助受关注的情况[5]。在纳入的 587篇

文献中，国家级科学基金支持研究占 2.15%，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7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篇，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2篇；40.89%的

文章有省部级基金支持，如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广东省中

医药管理局基金、山西省 21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江苏省

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湖

北省教委科研基金、四川省高等教育新世纪教育改革工程等。

说明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研究已经提上日程，虽然国家级基金

支持率不高，但该研究领域已拥有一批科研实力不错的研究

人员。

2.1.3 机构分布 分析文献的机构分布，可以反映该研究机构

在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实力及学术影响力。统计可知，

自 1983-2017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中医人才培养的文献共

发表 37篇，名列该领域机构发文量榜首，发文量在 20~30篇的

机构共 4家，包括广州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学院、山东中医药

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发文量在 10~20篇的机构共 11家，有

成都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河南中

医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山西中医学院、陕

西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长春中医药大

学、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其余机构近年来发文量较少，

均在 10篇以下。由此可见，除北京、两广、南京等地区百年老校

关于中医人才培养相关研究发文量遥遥领先外，其余各机构发

文量总体差别较小，且产量不高（见图 2），说明我国中医人才

培养建设发展仍不平衡，总体呈现 "小山独聚 "现象。

2.1.4 文献作者分布 拥有专业性强，研究力量稳定的研究团

队是发展我国中医人才培养领域必不可少的基础与保障。对近

年来中医人才培养领域高频次（3篇及以上）发文作者进行分

析（图 3），可以看出，在中医人才培养领域，研究作者整体分布

较分散，但也有固定研究流派形成，如以邓远美为核心的研究

团队，在该领域共发表论文 11篇，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中

医人才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的探索[6-8]；以李勇为核

心的研究团队，共发表论文 8篇，其研究方向主要为对中医药

特色人才培养的探索与思考[9-11]；边敏佳、边艳峰合作发表论文

5篇，主要集中在对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性探索[12-14]；

骆继军[15,16]、吕文亮[17,18]、吴信忠[19]、韩丽华[20,21]等研究团队，分别

在中医师承人才培养、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中

医推拿学人才培养改革实践、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等方

面各有建树。进一步追踪发现，当前主要的研究流派多为院校

内部的合作，大多是同事、师徒关系，但跨校、跨专业、跨领域合

作的研究者比例极少，尚未形成大的合作网络，说明我国人才

培养领域虽已拥有相对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但尚未形成合作

度、参与度广泛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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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中医人才培养发展趋势

2.2.1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的高度概括与凝练，能

反映主题信息的特征词汇或词组、短语，是文章的内核。对其进

行分析，可确定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热点主题[22]。利用 CiteSpace

5. 3分析软件，对 1983-2017年间的有关中医人才培养文献中

出现的关键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可发现关键词节点 82个，节

点间连线共 257条。其中，节点最大的是 "中医 "，其次是 "中

医人才 "、"中医教育 "、"培养模式 "、"师承教育 "等，与中医

人才相关的热点研究主要是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模式、师

承教育、创新、继续教育等研究，而围绕中医教育则开展了教学

改革、中医药、中医学、中医师承、中医人才培养、院校教育、高

职高专等研究。统计排名前 10位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度，可

以发现，在 "中医人才培养 "核心议题下，研究者的研究热点

主要聚焦于人才培养、中医人才、中医教育、中医学、师承教育

等方面。

分析原因：中医人才是祖国医学的践行者，加快人才的输

出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

教育的推动，中医教育对中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所以中医人

才培养的研究内容离不开人才与教育两大主题。分析我国中医

人才培养研究趋势可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医人才培养研

究主题的分布各不相同：在萌芽期，中医人才培养研究侧重于 "

人才 "，关注热点多是 "中医人才 "、"人才培养 "、"培养模式

"。主要原因在于此时为国内中医院校成立初期，人才稀缺，对

中医人才培养的研究探索刚刚起步[23]，所以研究者多关注人才

图 2 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研究机构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ersonnel training institutions

图 3 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研究作者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of Chinese medicin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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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进与培养等。在发展时期，中医人才培养研究侧重于 "教

育 "，关注热点多是 "中医教育 "、"中医院校 "、"师承教育 "、"

教学改革 "，其主要原因在于，此时中医院校百家争鸣，人才培

养理论发展与建设小有起色，研究者开始致力于细化理论研究

和将理论研究输出到实际开展等研究方向，故此阶段为人才培

养研究飞速发展阶段，也是研究成果大量输出阶段。

2.2.2 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中医学的发展历史悠久，中医人才培

养的发展亦是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秦汉以前的师承关系[24]，

但中医人才培养的发展真正规范化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

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 "院校教育为主，师承教育

为辅 "的中医教育模式，中医人才培养开始初具规模[25]。利用

CiteSpace对关键词按照时间的方式进行推进，可以发现中医

人才培养研究随时间发展的推进过程。中医人才培养研究萌芽

时期主要是针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与对策、中医人才培养战

略、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等，意图寻求适合中

医人才培养的最优策略等进行探讨。自 2007年，研究者们对中

医教育、中医院校教学模式、中医学专业发展与培养课程改革

与创新等进行相关研究。经过萌芽期和发展期两个阶段的迅速

发展，中医人才培养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备受瞩目。年发文量

由以往的 0篇到如今的 65篇，呈现迅猛发展趋势，逐渐形成以

大学院校为主体的研究机构。在内容上，自 2007年以后，中医

教育、中医院校教学模式、中医学专业发展、培养课程改革与创

新等是研究热点。随着国家对中医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中医

理论、师承教育也在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总体上看，对中医人才

培养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探索方向也在不断深化与细化。

3 中医人才培养研究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探讨，虽然中医人才培养研究发展迅

速，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在日益突出：① 当前，中医人才培养研

究热点分散，未形成较集中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明晰、探

讨；② 中医人才与传统医学人才的关系与边界依旧定义不清，

需要我们今后进行进一步的明确；③ 目前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研

究分布不均匀，沿海地区发展优于内陆，尤其是江浙、两广州地

区，其人才培养与教育研究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26]，是我国中

医人才培养研究的主要阵地；④ 研究机构以大学院校为主，各

院校之间相互独立，少有合作，主要的研究流派多为院校内部

的合作，且研究者们大多是同事、师徒关系，侧面反映出我国科

研工作中存在的 "轻学术、重人情 "的现象。总之，分析我国中

医人才培养培养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研究方向延

展性差、未形成较集中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流潮、各机构间学术

交流少、合作力度不足，有待进一步改善与提升。

4 小结

通过对 1983-2017年间有关中医人才培养研究文献的年

发文量，学科、基金、机构分布，作者合作关系、热点内容和时间

热度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医人才培养研究总体

上呈现 "三多三少 "的特征，即 "总结多、量化少；宏观多、专

门少；独立多、合作少 "。研究方向趋势于中医教育、师承教育，

但缺少研究成果的输出。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团队

合作，强化中医人才培养研究的细分意识，努力钻研，与时俱

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入新的中医人才培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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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22 0.05 2010

10 Teaching Reform 14 0.0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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