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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甲型-&3L流感首先于 # 月 &+ 日在墨西

哥出现-&.

!同年 1 月美国首次在人体内检测到这种新

型病毒!目前该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经美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鉴定!致病源为 $四重基因重组%

)\EI>6EOL767I??;6AI8A*病毒!是一种同时含人"禽"猪

)欧洲猪和亚洲猪*流感病毒序列的新型甲型 -&3&

流感病毒-(.

#

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截至 (''$ 年 &( 月 (% 日!

全球超过 ('+ 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实验室确诊病例

)' 余万!至少造成 &(((' 例死亡+其中美洲地区死亡

人数最多!超过 ))%' 例!欧洲地区至少 (1(( 例!西太

平洋地区 &(1$ 例"东南亚地区 &'T) 例"东地中海地

区 )$# 例"非洲地区 &#' 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于 (''$ 年 T 月 && 日确

诊中国首例甲型-&3& 流感患者!截至 (''$ 年 &( 月

#& 日!全国 #& 个省份累计报告甲型 -&3& 流感确诊

病例 &('1$+ 例)境内 &&+(11 例!境外输入 ((T1 例*!

死亡 )1+ 例!除海南省尚未出现死亡病例外!其余各

省均已出现死亡病例-1.

#

本文拟通过检索国内外医疗卫生科研人员"管理

人员发表的 (''$ 年甲型 -&3& 流感相关文献!从预

防与控制"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流行病学四个方面!

对甲型-&3& 流感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为国内研究人

员"政策管理人员把握国内外甲型-&3& 流感研究热

点"研究现状提供参考#

一#国外文献分析

)一*数据收集(ME=U7> 是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下属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开发的检索系统!收录

%'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T$+ 种期刊!累积了 &$1+ 以

来的 &$'' 多万条生物医学文献记录!数据每日更新!

并提供主题词检索功能!是国际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生

物医学文献检索系统# 为确保甲型 -&3& 流感国外

相关文献检索的全面性"准确性!故选择 ME=U7> 数

据库进行检索#

采用$V8:LE78YI4a@6E?! -&3& WE=ARO7%主题词

检索!-&3&"WX@87_LE自由词题名检索!同时联合应

用 ME=U7> 首页提供的 $ ÎA7?A-&3& B@AIA@;8?@8

ME=U7>%检索策略 )?X@87b/-&3&* 432):LE b/

@8:LE78YIb/K@6E?b/;EA=67IZ b/OI8>7<@B*!检索

(''$ 年 1 月至今有关甲型-&3& 流感的文献!检索结

果为 &)(( 篇)检索时间 (''$ 年 &( 月 &' 日*#

)二*结果分析((''$ 年 1 月至今!ME=U7> 数据

库共收录甲型 -&3& 流感相关文献 &)(( 篇!由于

(''$ 年甲型-&3& 流感与季节性甲型 -&3& 流感检

索用词相同!因此 &)(( 篇文献中部分文献为季节性

甲型-&3& 流感# 为准确分析 (''$ 年甲型 -&3& 流

感的文献!对 &)(( 篇文献进行人工筛选!去除有关季

节性甲型 -&3& 流感的相关文献!最后得到 (''$ 年

甲型-&3& 流感相关文献 &#)T 篇!以下对这 &#)T 篇

文献进行分析#

&J主题分析(利用 N24文献分析软件!对 &#)T

篇文献的题名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抽取相关词!并将抽

取的词汇与主题词进行融合!对相关主题涉及到的主

题词"相关词!从预防与控制"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流

行病学 1 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

对 (''$ 年 1 月至今ME=U7> 数据库收录的 &#)T

篇 (''$ 年甲型 -&3& 流感文献进行词频分析"内容

分析!当前甲型-&3& 流感的研究热点具体如下()&*

甲型-&3& 流感的预防与控制!相关文献占总文献量

的 #(J)%,# 主要包括预防甲型 -&3& 流感疾病传

播"保护健康人群等开展的研究!如流感疫苗研究占

总文献量的 &$J1&,!尽管目前有关甲型 -&3& 流感

疫苗不良反应的报道不断出现!但现阶段疫苗仍为预

防甲型-&3& 流感最为有效的措施# )(*甲型 -&3&

流感基础研究!相关文献占总文献量的 ((J+),# 主要

包括甲型 -&3& 免疫学)&&f+%,*"遗传学)&&f1#,*

等方面的研究# 此外!分析发现国外对甲型 -&3& 流

感病毒血凝素"神经氨酸酶关注较多!可能与近期出

现的病毒变异及病毒耐药有关-T!).

# )#*甲型 -&3&

流感临床研究!相关文献占总文献量的 ##J%',# 既

包括针对甲型-&3& 重症患者采取的具体治疗措施!

,+$,

!!综述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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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外 #@@Y 年甲型;!.! 流感相关文献主题分析情况

相关主题 主题词或关键词 文献量)篇* 所占比例),*

预防与控制 O6;A7BA@;8"O67K78A@;8 ##% (1J)$

KIBB@8IA@;8"KIBB@87? ()T &$J1&

?A6IA7QR"O;L@BR ## (J1(

小 计%

11) #(J)%

基础研究 <;L7BELI6?7\E78B7>IAI #' (J('

@<<E8;L;QR &)( &&J+%

Q787A@B? &T) &&J1#

C7<IQQLEA@8@8 1T #J#'

87E6I<@8@>I?7 1T #J#'

小 计 #&( ((J+)

临床研究 7A@;L;QR"7A@;L;Q@BIL &$ &J#$

@?;LIA@;8 hOE6@:@BIA@;8 &#% &'J'1

>7A7BA@;8">@IQ8;?@?"/N0M9/ &#T $J+$

BL@8@BILA6@IL"KIBB@87A6@IL &# 'J$T

;?7LAI<@K@6"AI<@:LE $& )J)%

AC76IOR"A67IA<78A"AC76IO7EA@B &%# &(J)%

>6EQ67?@?AI8B7"K@6E?67?@?AI8B7 T( #J+&

BI?767O;6A"BI?7?76@7? +' TJ+)

小 计 1)' ##J%'

流行病学 OCRL;Q78R";6@Q@8 $% %J&&

OI8>7<@B"7O@>7<@;L;QR )&T 1TJ'T

A6I8?<@??@;8 &(1 $J'+

6@?Z :IBA;6? #+ (J%+

@8B@>78B7 1# #J&T

>@?7I?7;EA=67IZ #T1 (TJ$#

?E6K7@LLI8B7 &&& +J&#

小 计 %#T T#J+T

!!

$

数据来源(ME=U7>+

%

检索时间((''$ 年 &( 月 &' 日+

&

小计%

(

指某一研究主题总的相关文献!由于一篇文献可能含有多个主题词!

因此某一研究主题小计得出的文献!并不是多个主题词相关文献量的

直接加和

又涉及甲型 -&3& 流感临床诊治过程中的主要环

节-%.

# 此外!有关奥司他韦)达菲*治疗甲型 -&3&

流感产生耐药的关注度也较高!占总文献量的 #J

+&,# )1*甲型-&3& 流感流行病学特点!相关文献

占总文献量的 T#J+T,# 目前国外学者有关甲型

-&3& 流感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比较广泛!从甲型

-&3& 病毒的起源"可能产生的危险因素!到甲型

-&3& 病毒的传播"蔓延以及感染趋势和特点!均进

行了详细报道# 此外!世界各地甲型 -&3& 流感暴发

情况及流感病例的报道"监测等方面也是国外学者关

注的热点# )T*甲型-&3& 流感人群关注分析# &#)T

篇文献对各年龄段的人群均有涉及!如婴儿"学龄前

儿童"青少年"中年人"老年人等!其中对女性关注度

略高于男性# 目前!各年龄段的人群均有罹患甲流的

危险!但以儿童和青壮年为主-+.

# 另外!由于近期孕

妇罹患甲流的病例数不断增加且病死率较高!这一特

殊人群已成为医疗卫生人员关注的对象#

(J期刊分析(对 &#)T 篇文献发表所在的期刊进

行分析!以便了解 (''$ 年甲型 -&3& 流感文献期刊

分布!为医疗卫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获取国际甲型

-&3& 流感动态信息提供参考# &#)T 篇文献分布于

1(1 种期刊!其中载文量排名前 &' 的期刊依次为(

5UG)载文量 &'T 篇!占 %J)$,*!.E6;?E6K7@LLI8B7)载

文量 +) 篇!占 )J#',*!37X.8QLI8> G;E68IL;:U7>@P

B@87)载文量 ## 篇!占 (J1(,*!WB@78B7)载文量 #&

篇!占 (J(%,*! Î8B7A"U;6=@>@ARI8> U;6AIL@ARH77ZLR

/7O;6A)载文量 (+ 篇!占 (J'T,*!9I8I>@I8 U7>@BIL

4??;B@IA@;8 G;E68IL)载文量 () 篇!占 &J$',*!.<76P

Q@8Q@8:7BA@;E?>@?7I?7?" 3IAE67)载文量 (1 篇! 占

&f%),*! G;E68IL;:a@6;L;QR)载 文 量 (# 篇! 占

&f)+,*#

#J国家分布(&#)T 篇文献中有 +#& 篇文献标引

了作者地址!T#1 篇文献未标引作者地址# 下面仅对

标引作者地址的 +#& 篇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篇文献是由 T' 多个国家的医疗

卫生人员所发表!其中美国发文量居首位!共发表

(&1 篇!占总文献量的 &TJ)+,+中国居第 ( 位!共发

表 $# 篇)其中 &+ 篇为香港发表!$ 篇为台湾发表!))

篇为大陆发表*!占 )J+&,+其次分别为(英国)发表

)# 篇! 占 1f)(,*! 澳大利 亚 )发 表 1# 篇! 占

#f&T,*!德国"日本)发表 #% 篇!占 (J%&,*"加拿大

)发表 (T 篇!占 &f+#,*"法国 )发表 (1 篇!占

&f%),*"意大利)发表 (# 篇!占 &J)+,*"荷兰)发表

(& 篇!占 &JT1,*#

对ME=U7>收录的 (''$ 年甲型 -&3& 流感文献

中!美国发表的 (&1 篇文献"中国发表的 $# 篇文献的

研究主题进行分析!比较两国在国际上发表文献研究

主题的差异# 结果显示)表 (*!美国关于四个研究主

题发表文献所占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流行病学

)1$fT#,*" 预 防 与 控 制 ) #TfT&,*" 基 础 研 究

)#1fT+,*"临床研究)(%fT%,*!而中国依次为临床

研究 ) #+f%&,*"基础研究 ) #%f)#,*"流行病学

)##f##,*"预防与控制)&(J$',*#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医疗卫生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的 (''$ 年甲型

-&3& 流感文献以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为主!关于中

国预防控制策略"疫苗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发表较少#

,$$,

!!医学研究杂志!('&'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综述与进展!!



表 #"美国#中国 #@@Y 年甲型;!.! 流感文献主题分析比较

相关主题 主题词或关键词
美国 中国

文献量)篇* 所占比例%

),*

文献量)篇* 所占比例%

),*

预防与控制 O6;A7BA@;8"O67K78A@;8 1$ ((J$' % %JT#

KIBB@8IA@;8"KIBB@87? T& (#J+# &' &'J%T

?A6IA7QR"O;L@BR 1 &J+% & &J'+

小计%

%) #TJT& &( &(J$'

基础研究 <;L7BELI6?7\E78B7>IAI ) (J+' &' &'J%T

@<<E8;L;QR 1( &$J)# &) &%J('

Q787A@B? #% &%J($ (1 (TJ+&

C7<IQQLEA@8@8 &% %J$1 &' &'J%T

87E6I<@8@>I?7 $ 1J(& 1 1J#'

小计 %1 #1JT+ #T #%J)#

临床研究 7A@;L;QR"7A@;L;Q@BIL & 'J1% ' 'J''

@?;LIA@;8 hOE6@:@BIA@;8 &$ +J++ && &&J+#

>@IQ8;?@?">7A7BA@;8"/N0M9/ &# )J'% &$ ('J1#

BL@8@BILA6@IL"KIBB@87A6@IL ( 'J$# ' 'J''

;?7LAI<@K@6"AI<@:LE ) (J+' 1 1J#'

AC76IOR"A67IA<78A"AC76IO7EA@B (T &&J)+ T TJ#+

>6EQ67?@?AI8B7"K@6E?67?@?AI8B7 &# )J'% ( (J&T

BI?767O;6A"BI?7?76@7? % #J(% 1 1J#'

小计 T$ (%JT% #) #+J%&

流行病学 OCRL;Q78R";6@Q@8 (( &'J(+ &T &)J&#

OI8>7<@B"7O@>7<@;L;QR +1 #$J(T (& ((JT+

A6I8?<@??@;8 &+ +J1& 1 1J#'

6@?Z :IBA;6? # &J1' ' 'J''

@8B@>78B7 # &J1' ' 'J''

>@?7I?7;EA=67IZ 1& &$J&) # #J(#

?E6K7@LLI8B7 &' 1J)% ( (J&T

小计 &') 1$JT# #& ##J##

!!

$

数据来源(ME=U7>+

%

检索时间((''$ 年 &( 月 &' 日+

&

小计%

(指某一研究主题总的相关文献!由于一篇文献可能含有多个主题词!因此某

一研究主题小计得出的文献!并不是多个主题词相关文献量的直接加和+

+

所占比例%

(指各研究主题发表的文献占本国发表的 (''$ 甲型 -&3&

流感文献的比例

!!二#国内文献分析

)一*数据收集

中国知网93[V数据库由同方知网)北京*技术

有限公司开发研制!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各个领

域的学科资源!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

位论文等!数据每日更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由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研制!学科范围"文

献类型与93[V相同!但在收录的期刊论文"会议论

文"学位论文的内容方面与 93[V有一定的差异# 为

确保甲型-&3& 流感国内相关文献检索的全面性"准

确性!避免使用单库检索引起的文献数据缺失!故选

择93[V"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两个检索系统同时

进行检索#

采用$-&3& ;6)人 I8> 猪流感*%作为检索词!

在题名中检索 (''$ 年至今有关甲型-&3& 流感的文

献!检索结果为 &&)# 篇)检索时间 (''$ 年 &( 月 &'

日*#

)二*结果分析

对93[V和万方两大数据库收录的 (''$ 年甲型

-&3& 流感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并利用3;A7.]O67??软

件对两库检索结果进行去重!共得到文献 &&)# 篇#

对 &&)# 篇文献进一步筛选!去除其中的外文文献以

及季节性-&3& 流感"-&3& 亚型猪流感方面的文献!

最后得到 (''$ 年甲型 -&3& 流感中文相关文献 %+$

篇!以下对这 %+$ 篇文献进行分析#

&J主题分析(利用N24文献分析软件!对 %+$ 篇

中文相关文献的题名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抽取相关词!

并将抽取的词汇与关键词进行融合!对相关主题涉及

到的相关词!从预防与控制"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流

行病学 1 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

,''&,

!!综述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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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国内 #@@Y 年甲型;!.! 流感中文

相关文献主题分析情况

相关主题 关键词 文献量)篇* 所占比例),*

预防与控制 预防"防控"控制 &+) (#JT%

疫苗"甲型-&3& 流感疫苗 T# )J%(

策略"措施 11 TJT+

小计%

(T1 #(J&$

基础研究 病原学 T 'J)#

基因"遗传 #& #J$#

基因重排"遗传重排"

基因重配"基因突变
% 'J+$

序列"序列分析 ) 'J%)

血凝素 % 'J+$

小计 1' TJ'%

临床研究 检测"诊断"/N0M9/ 1' TJ'%

治疗"临床分析 () #J#'

中医"中药 1& TJ('

达菲"奥司他韦 &( &JT(

耐药 & 'J&#

护理 % 'J+$

医院感染 + &J'&

病例"病例分析 #+ 1J+(

临床观察"医学观察 + &J'&

小 计 &)+ (&J($

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 #' #J+'

暴发流行 &1 &J%%

监测 1 'JT&

疫情 T) %J&'

小计 $& &&JT#

!!

$

数据来源(93[V"万方数据库网络版+

%

检索时间((''$ 年 &(

月 &' 日+

&

小计%

(指某一研究主题总的相关文献!由于一篇文献可

能含有多个关键词!因此某一研究主题小计得出的文献!并不是多个

关键词相关文献的直接加和

!!对93[V和万方两大数据库收录的 %+$ 篇 (''$

年甲型-&3& 流感文献进行词频分析"内容分析发

现!国内甲型 -&3& 流感研究热点与国外基本相似!

但较为分散!下面总结其主要研究热点()&*甲型

-&3& 流感的预防与控制!相关文献占总文献量的

#(J&$,# 主要包括制定防控策略"积极采取相关的

应对措施!这与我国甲型-&3& 流感疫情的蔓延是密

切相关的# 目前!国内流感疫苗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开

展较少!因此流感疫苗研究应在国内受到更多的关

注# )(*甲型-&3&流感基础研究!相关文献占总文献

量的 TJ'%,# 主要侧重于流感病毒的遗传学研究!如

基因变异"基因重排"基因序列分析等方面!这对阐明

甲型-&3&流感的遗传变异及分子特性!分析和预测

甲型流感病毒的致病性"药物敏感性和现有疫苗的预

防保护作用-$.

!具有重要的意义# )#*甲型-&3& 流感

临床研究!相关文献占总文献量的(&f($,# 主要包括

甲流患者的检测诊断"治疗)包括中药治疗和达菲治

疗*"护理等环节# 此外!开展甲流患者临床病例分

析!总结甲型 -&3& 流感确诊病例的临床特点及预

后!为今后甲型-&3& 流感救治及相关策略制定提供

了重要参考# )1*甲型 -&3& 流感流行病学特点!相

关文献占总文献量的 &&JT#,# 在流行病学方面我

国与国外关注点基本一致!主要关注甲型-&3& 流感

暴发流行"流行病学监测和病原学监测方面的内容!

这对我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各级各部门联手!及时

有效防控甲型-&3& 流感的传播是非常必要的#

(J期刊分布(对 %+$ 篇文献发表所在的期刊进行

分析!为医疗卫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获取国内 (''$

年甲型-&3& 流感动态信息提供参考# %+$ 篇文献

共分布于 #++ 种期刊!文献分布较为分散!其中载文

量排名前 &' 的期刊依次为(中华疾病控制杂志)载文

量 &1 篇!占 &J%%,*!疾病监测)载文量 &# 篇!占

&f)T,*!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载文量 &' 篇!占

&J(%,*!中国科技纵横"第二军医大学学报)载文量

$ 篇!占 &J&1,*!广西医学"中国学校卫生)载文量 +

篇!占 &J'&,*!首都医药"中国全科医学"中国预防

医学杂志"中华创伤骨科杂志"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院管理杂志和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载文量 % 篇!占 'J+$,*#

三#小""结

文献计量法是一种较为客观合理的科学研究成

果定量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词频分析

法"内容分析法对 (''$ 年甲型 -&3& 流感国内外文

献进行分析!把握国内外甲型流感研究热点及其研究

现状!比较揭示美国"中国在国际上发表 (''$ 年甲型

-&3& 流感文献研究主题的差异!同时对 (''$ 年甲

型流感文献载文量高的期刊进行分析!以期为国内医

疗卫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开展 (''$ 年甲型 -&3&

流感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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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金属蛋白酶与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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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骨质疏松症)O;?A<78;OIE?IL;?A7;O;6;?@?!

MUbM*是指绝经引起的全身性骨疾病!MUbM在临床

上主要表现为腰腿疼和病理性骨折!其发生与骨量丢

失有关# 据统计结果表明!大约 &"# 的绝经后妇女患

骨质疏松症!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已成为重

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因此! 世界卫生组织将 (& 世纪

的前 &' 年确定为$ 骨质疏松与骨关节病年%

-&.

# 骨

胶原的代谢与骨的代谢密切相关!骨胶原的过度降解

或合成的减少皆可以引起骨弹性或韧性降低!骨盐丢

失依附!溶解增多及易导致骨质疏松症);?A7;O;6;?@?!

bM*

-(.

# 基质金属蛋白酶)<IA6@]<7AILL;O6;A7@8I?7?!

UUM?*是一类锌依赖的降解细胞外基质)7]A6IB7LLELI6

<IA6@]!.9U*的胞外蛋白水解酶!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UUM通过降解骨基质而参与 MUbM的发生-#.

# 本文

在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综述了UUM在MUbM发

病机制中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00$+

&JUUM?概述(UUM?是一组结构相似"依赖

F8

( j水解 .9U的蛋白水解酶类! 在多种降解 .9U

的蛋白水解酶家族中!UUM?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

类!该家族中的一些酶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唯一能分

解纤维类胶原的酶类-&!(.

# 现已发现的 UUM?有 ('

余种! 按作用底物不同分 T 大类-#.

(

$

胶原酶)UUM

0&!+!&#*!主要降解
-

型"

,

型和
#

型胶原+

%

明胶

酶)UUM0(!$*!主要降解
0

型胶原以及大量的变性

胶原蛋白+

&

基质水解酶)UUM0#!UUM0&'!&&*!

显示广谱的底物特异性!主要剪切基质蛋白!如纤粘

连蛋白和层粘连蛋白+

+

膜型金属蛋白酶)UUM0

&1!&T!&)!&%*+

4

其他金属蛋白酶# UUM?的生物活

性受基因转录"酶原活化和酶抑制剂等多因素调控!

其中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A@??E7@8C@=@A;6;:

<IA6@]<7AILL;O6;A7@8I?7! NVUM*是 UUM的特异性生

理抑制剂!目前发现的 NVUM?分 1 型! 包括 NVUM0

&!NVUM0(!NVUM0#! NVUM01!它以 &m& 的比例与

活化的UUM?结合形成稳定的复合体后扰乱 UUM?

的激活或直接抑制UUM?酶原活性-(.

#

(JUUM?的生物学功能(UUM?的主要功能(

$

降

解.9U+

%

激活生长因子"化学增活素和其他UUM?!

形成级联效应!在维持正常组织自身稳定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

二#$0T$

&JMUbM概述(MUbM是指发生于绝经后妇女的

以低骨量及骨组织微结构退行性病变为特征的一种

全身性骨骼疾病# MUbM患者的发病年龄主要在 T'

*%' 岁之间! 表现为骨量迅速丢失! 易发生骨折!骨

折多发生在以骨松质为主的椎体"股骨上端及桡骨远

端# MUbM属于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一种! 表现为

高转换型骨质疏松! 即骨吸收与骨形成均活跃! 但

以骨吸收为主-#.

#

(JMUbM的发病机制(MUbM的发生主要是由于

卵巢功能衰退导致雌激素)7?A6I>@;L!.

(

*水平下降!

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使降钙素分泌不足! 从而导

致骨吸收量大于骨形成量! 出现低骨量和骨组织微

结构退行性病变# 此外! MUbM的发病还与遗传因

,('&,

!!综述与进展!

GU7> /7?!_7= ('&'!a;LJ#$ 3;J(!!


	YXYJ20102 98
	YXYJ20102 99
	YXYJ20102 100
	YXYJ20102 101
	YXYJ20102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