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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进展与展望 ·

从文献计量分析看转化医学总体发展趋势 `

朱庆平 钱万强 江海燕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 北京

摘 要 近年来 ,转化医学研究日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本文通过对转化医学 种主要国际专

业刊物的文献计量统计 ,分析了转化医学研究的国内外基本状况 针对我国在转化医学研究中存在

的薄弱环节 ,本文建议在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要加强整体部署 ,鼓励企业加强转化医学研究 ,并建立

高校 、科研院所与医疗单位 、医药企业等之间的密切合作模式 ,着力优化转化医学研究的环境 ,更好

地促进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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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 是一种倡导

实验室与临床研究双向转化的医学模式 。 年 ,

。杂志首次提出 “从实验室到病床 ”

记 的概念 , 年 开始 出现转 化 型研 究

, 年 , 杂志首现

“转化医学 ”这一新名词 。 年 ,时任美国

主任的 明确指出 ,转化医学的核

心是要将医学生物学基础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转

化为可在临床实际应用的理论 、技术 、方法和药物 。

转化医学的目的是打破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 、

预防医学 、药物研发和健康促进的人为屏障 ,建立彼

此之间的直接联系 ,缩短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过程 ,将

基础研究获得的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应用 新的预

防 、诊断和治疗方法 、人群预警方案 、药物研发和健

康保障 ,使患者和民众健康直接地 、更快地受益于科

技发展 。同时 ,临床上出现的问题又能及时反馈到

实验室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推动医学全面可持续

发展 。

目前 ,国际上发表有关转化医学科技论文的期

刊主要为 。 ,

和

,转化医学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这

几种期刊上 。本文通过对这 种期刊 自 年

月一 年 月期间所发表的 篇论文进行计

量统计分析 ,以期了解转化医学在国际国内的初步

发展状况 ,并在比较世界各国在转化医学的研究实

力 、研究趋势 、主要研究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合作模

式的基础上 ,为我国相关科技管理决策提出发展建

议 ,推动我国转化医学学科的发展 。

转化医学发展的国际趋势

世界主要国家论文发表数且与比例

通常而言 ,通讯作者一般都是在研究中起主导

作用的学者 ,通过分析通讯作者的国别分布 ,可了解

在转化医学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 地区 。

分析结果表明 在所统计的论文中 ,发表论

文数量排名前 位的国家 地区 共发表论文

篇 ,比例约为 ,表明当前转化医学研究在地域

分布上相对集中 美国发表的转化医学研究论

文所占比例高达 ,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是

转化医学研究的主要推动者 。发表论文相对较多的

国家还包括意大利 、中国 、日本和德国等 中国

不含台湾地区 发表的转化医学研究论文的通讯作

者人数为 人 ,略低于意大利 ,比例为 ,表明

我国在转化医学的研究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实力

见图 。

资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我国基础研究领域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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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构类型

研究院所

论文

数量
比例 附注

医院

企业

其他

机构 名 称 中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机构名称中含 “ ''

机构名称 中含 “ ” 、
“ ,, 、 “ ”、 “ ” 、

“ 、“ 、“ , ,

不包 含 以上 字符 串 的

机构

注 表中比例为论文数量与论文总数的比值沼 该处统计的内

容是研究机构在论文中的参与程度。当一篇论文所有作者同属一个

机构时 ,该机构计数为 当属于 个机构时 ,分别计数为 ,依次类推。

在主要国际合作国家 地区的关系方面 ,从国际

上论文数量位居前 位的国家 地区之间的论文合

著关系看 美国作为转化医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

量 ,也是开展国际合作最频繁的国家 ,论文数量前

的国家中其他 个国家 地区都跟其有合作关系

国际合作强度较大的国家对包括 意大利一美国 、加拿

大一美国 、中国一美国 除美国之外 ,与我国开展转

化医学研究合作相对频繁的国家是加拿大 。目前 ,我

国与其他几个转化医学研究实力较强的国家如意大

利 、德国和 日本的合作并不紧密 台湾地区当前

仅与美国开展了转化医学研究的合作关系 图 。

意大利

英国

合作研究状况分析

统计表明 ,共有 的论文由国际合作完成 ,

其中 的论文由 个国家的作者完成 ,涉及 个

或以上国家的论文产出量约占 写 ,表明当前转化

医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现象比较普遍 图 。

加拿大

西班牙

德国
乞

法国

日本

中国

图 主要国际合作国家 地区 的关系分析

注 图中点的大小表示论文数量的多少 、线条粗细

表征合作关系的强弱 该处统计的内容是各国 地区 在

论文中的参与程度 ,当一篇论文所有作者同属一个国家

地区 时 ,该机构计数为 当属于两个国家 地区 时 ,

分别计数为 ,依次类推 。

圈 论文国际合作情况

统计数据还表明 ,研究机构之间开展转化医学

的合作研究也非常密切 ,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论文

由单一机构完成 , 的论文由 个或以上机构

合作完成 ,其中 肠的论文由两个机构完成 ,其

他全部为 个或 个以上研究机构合作完成 图 。

我国转化医学研究情况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按通讯作者机构进行汇总 ,表 列出了论文数

量大于或等于 的机构名称 ,共 个 ,说明我国参

表 通讯作者为中国的作者机构 论文数

序号 机构名称 论文数量

任八汤八︸,,︺,曰,翻自

中山大学

时 解放

军总医院

武汉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

香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 暨南大学

复旦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第三军医大学

中南大学

四川大学

八二口身内几

夕
名

`

图 论文作者机构个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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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化医学研究的机构不少 ,但比较分散 。中山大

学的论文数量远多于其他机构 ,表现出较强的转化

医学研究实力 。

研究机构类型分析

对我国发表的 篇论文的通讯作者的机构进

行分析 ,总体分布趋势与国际相当 。我国转化医学

研究的主要力量也来自大学 ,在所统计的论文中 ,大

学参与了其中的 篇 ,比例高达 研究院所

参与的程度位居第 ,比例约为 国内外企业

参与了其中 篇论文的研究工作 ,而其中中国企业

只参与了 篇论文的研究 ,比率较低 表 。

表 作者机构类型分布

序号 机构类型 论文数量 比例

大学

附注

研究院所

机构 名称 中 含 “ ” 、

“ ”等

机 构名 称 中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院 机构名称中含 “ ,,

企业 机构名称 中含 “ ” 、
“ 、 “ ” 、 “ ” 、

“ ” 、“ 。 ”等

其他 不包 含 以上 字符 串 的

机构

对我国转化医学发展的建议

转化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在世界范围内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意义及价值已引起美欧国家

的高度重视并催生了一些国家的战略行动 。美国是

转化医学研究的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已建立了

个各具特色的转化医学中心 ,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 成立了 “罕见病个体化治疗转化中心 ” ,印

第安纳大学建立了 “生物样本库网络转化中心 ” ,每

年仅 资助转化医学研究的经费就达 亿美元 。

年底 正式组建了 “国家促进转化科学中

心 ” ,与 临床中心紧密合作 ,构建 “治疗加速网

络 ” ,发展新药物 、诊断及治疗设备等等 。欧洲共同

体为转化医学计划投人 亿欧元 ,成立了 “欧洲高

级转化医学研究基础机构 ” ,并在各国建

立了专业的转化医学中心 。

我国也是较早开展转化医学研究的国家 ,许多

大学都较早建立了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或筹建了转化

医学研究所 ,研究成果近年来也呈增长趋势 ,在转化

医学研究方面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 年 ,我国

家高校 、科研院所 、医院 、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

“中国转化医学与生物技术创新联盟 ” ,以聚集创新

资源 ,形成完整的生物产业技术创新链 ,进行重大理

论 、技术 、方法和生物药物转化 医学的推广和产

业化 。

为更好地促进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 ,建议加强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加强转化医学研究的整体部署

近年来 ,有关转化医学的研究得到了我国有关

部门 、科研单位及专家的多方关注 ,并相继召开了转

化医学的战略研讨和学术会议 ,成立了相应的研究

中心和转化医学研究所 。目前我国开展转化医学研

究的单位众多 ,但研究领域却相对局限 ,研究成果也

相对分散 。建议我国科技管理部门牵头制定转化医

学的战略研究和发展规划 ,探索 “基地 、人才 、项 目

计划 ”相结合的创新驱动型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 ,

加快我国医学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 。如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及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研究实验基

地 ,充分凝聚和吸引高水平 、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 ,

以国家科技计划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引导 ,鼓励

社会研发资源投人 ,全面支持有关转化 医学的

研究 。

鼓励企业加强转化医学研究

我国正着手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科技部

也正在加强以企业为主体 、政一产一学一研一用互动的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在医学等领域建立了一批企业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让企业中的

科研工作者参与到国家科技计划的战略研究 、指南

制订 、立项评审 、组织实施过程中 ,在调动企业提升

创新能力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我国转化医

学相关研究中 ,企业承担或参与的研究任务和成果

比例较低 ,应进一步鼓励相关企业承担以转化医学

为目标导向的研究项 目 ,并探索基础研究成果应用

转化的模式和机制 。另外 ,企业也应充分利用其在

掌握患者及市场需求中积累的资源 ,提出基础研究

的新问题 、新方向 ,在建立多向沟通合作关系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

建立密切的合作研究机制

转化医学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领域 ,需要多学科

交叉合作研究 。当前 ,国际合作研究现象非常普遍 ,

我国合作的主要对象为美国 ,与其他转化医学研究

实力较强的意大利 、德国等国家联系不多 ,而且不同

类型的研究机构间合作比例较低 ,如医院及企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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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足 。

我国应与转化医学研究实力较强的国家如美

国 、意大利 、德国和 日本等开展多方位合作 ,吸收和

借鉴转化医学组织模式的经验 ,加快形成符合我国

健康需求和研究优势的合作研究体系 进一步探索

高校 、科研院所与医疗单位 、企业的合作模式 ,形成

高效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队伍 ,促进基础研究与我国

病例资源优势的深度整合 ,快速提升我国医药研发

的原始创新能力 ,为医学科学水平的提高和生命健

康的保障做出贡献 。

优化转化医学研究的环境

一个良好的环境对转化医学的发展将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 。为此 ,本文建议 改革医学人才的

培养模式 ,注重培养具有转化医学理念和能力的研

究型人才 ,以转化医学的理念来指导医学科学研究

工作 整合医学科技及生命科学领域的信息资

源 ,加强医学科技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 ,为推动医学

科技的创新发展提供信息支撑 健全知识产权

及成果转化等法律保护机制 建立科学的医疗

经济模式 ,通过一整套良性的医药定价与医疗保险

方案 ,鼓励转化医学领域的科技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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