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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１０年儿童性早熟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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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近１０年国内性早熟的研究进展以更好地预防及避免性早熟的发生。方法　采用文献
计量学方法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国内儿童性早熟研究文献的年度数量分布、研究方向分布、合著数量分布、第一作
者单位所在机构及省市分布、基金项目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为我国儿童性早熟研究者提供参考。结果　近１０
年国内医学期刊发表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以临床诊治、诱因机制分析为研究方向的文献占５６．１２％，多为合著，
第一作者北上广江浙地区占４６．６１％；基金项目文献所占比例呈增长趋势，江浙沪广黑龙江地区占据基金项目的
７５．６９％。结论　医务工作者、科学研究等人员对性早熟的关注度上升，临床诊治、诱因机制分析为关注的热点，
而且以申请基金项目团队合作形式来研究性早熟的深度、广度、人力投入强度增大，研究内容、范围、水平不断在

提高，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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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早熟指女孩８岁前、男孩９岁前出现第二性
征的发育［１］，是一种儿童生长发育异常的疾病。

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及母亲初潮年龄等环境和遗传

多种因素与儿童性早熟的发病密切相关［２３］。近年

来性早熟发病率呈增高趋势，已成为常见儿童内分

泌疾病之一，受到医学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了解

我国儿童性早熟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笔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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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近１０年国内各类医学期刊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有关儿童性早熟的文献资

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为今后临床工作者及有关学

者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依据和方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维普中刊数据库”数据源，以题名或关键

词为“性早熟”进行检索，检索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选择医药卫生学科，选择发
表在国内全部期刊公开发表的有关性早熟文献。

所有检索工作截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排除重复
性文献以及通过各种途径未能获得原文的文献。

按照以上检索方法共检索到文献量１０７７篇，筛选
后最终得到文献９１６篇。
１．２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数据库，分别从文献数量
年代数量分布、研究方向分布、合著数量分布、第一

作者单位所在机构及省市分布、基金项目分布等方

面进行统计，分析文献特征和规律。本文根据维普

网记录中的“基金”字段判定文献是否为基金资助

论文，根据相应年份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判定文献来源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文献年代数量分布
１０年内国内中文期刊共发表性早熟文献９１６

篇，其中核心期刊文献共计２３６篇。从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１年，年发表文献的数量总体上增长趋势，在
２０１１年之后有所降低，于２０１３年恢复增长趋势，
但２０１６年的文献发表数量再一次减少。文献被引
用情况变化趋势在２０１５年之前与文献总数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此外，根据核心期刊分布情况，可看

出每年的核心期刊分布情况大致相同，数量在２０
～３０篇。

图１　年度文献发表数量

２．２　文献研究方向分布
临床诊治及分析和诱因病因及机制分析为研

究方向的文章占总文献量的５６．１２％。综述与述
评，检测及实验和影像学应用３类方向的文献数量
分布大致相同。单纯以病例报告为主题的文献数

量相对较少。见表１。

表１　性早熟主题文献研究方向分布

　研究方向 文献数／ｎ 比例／％

临床诊治及分析 ３６４ ３９．７４

诱因病因及机制分析 １５０ １６．３８

综述与述评 ７８ ８．５２

检测及实验 ７４ ８．０８

影像学应用 ６４ ６．９９

病例报告 ３８ ４．１５

其他 １４８ １６．１６

２．３　文献合著分布
分别每年统计１人独著及２人、３人、４人和多

人合著文献的篇数，并根据作者合作度和论文合作

率的计算公式，计算１０年间文献作者之间的合作
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合作度与合作率基本保持逐

年上升趋势。见表２。

表２　性早熟文献作者人数

年度
作者人数（ｎ）

未注明 １ ２ ３ ４ ＞４

合计论

文篇数

累计作

者人数
合作度

合作率

／％

２００７ ９ ２８ １０ １３ ４ １０ ７４ １７６ ２．３８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 ２５ １１ ５ ５ １２ ６４ １５８ ２．４７５１．５６

２００９ ３ ２８ １４ １２ ７ １０ ７４ １７７ ２．３９５８．１１

２０１０ ８ ４０ １７ １３ １ １８ ９７ ２２３ ２．３０５０．５２

２０１１ １０ ３６ ２８ １２ １２ ２１ １１９ ３０３ ２．５５６１．３４

２０１２ ８ ２６ １８ １２ １３ ２０ ９６ ２７５ ２．８６６４．５８

２０１３ ４ ２１ １３ １４ ５ ２１ ７８ ２４４ ３．１３６７．７９

２０１４ ３ ３１ ２０ １５ １６ １９ １０４ ３０１ ２．８９６７．３１

２０１５ ４ ２６ ３０ １５ １６ ２７ １１８ ３４３ ２．９１７４．５８

２０１６ ４ ２２ １９ １９ １２ １６ ９２ ２６９ ２．９２７１．７４

合计 ５９ ２８３ １８０ １３０ ９０ １７４ ９１６ ２４６９ ２．７０６２．６６

２．４　文献第一作者所在机构及省份分布
从各省市发表的文献量看，浙江省发表文献量

最多，共１４６篇（１５．９４％），其次是广东和江苏，分
别为９７篇（１０．５９％）和 ８０篇（８．７３％），上海 ５８
篇（６．３３％），北京４６篇（５．０２％），明显高于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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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文献发布数量，占总文献数量的 ４６．４％。
由此表明，浙江省、广东省和江苏省、上海、北京相

对于其他省份来说对儿童性早熟这一研究方向更

为关注（表３）。从各机构发表文献量来看，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江西省

儿童医院分别居于前３位。见表４。

表３　性早熟主题文献第一作者所在机构

省 文献数／ｎ 百分比／％ 省 文献数／ｎ 百分比／％

浙江 １４６ １５．９４ 河南 ４０ ４．３７

广东 ９７ １０．５９ 湖北 ３２ ３．４９

江苏 ８０ ８．７３ 江西 ２７ ２．９５

上海 ５８ ６．３３ 山东 ２６ ２．８４

北京 ４６ ５．０２ 四川 ２５ ２．７３

表４　性早熟主题文献第一作者所在省市

　　机构 文献数／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３１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２４

江西省儿童医院 ２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１５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１５

郑州大学儿童医院 １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１４

浙江中医药大学 １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１３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１２

２．５　文献基金项目分布
年度文献项目基金分布数量及所占比例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呈总体增长趋势，在此之后基金项
目数量在该年度性早熟文献比例保持２０％左右。
其中浙江，广东，上海，黑龙江，江苏居于全国前五

名，共占基金项目数量７５．６９％。见图２、表５。

图２　年度基金项目数量

表５　年度文献项目基金分布及所占比例

年度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数量／ｎ ５ ７ ５ １０ １４ １８ １８ ２６ ２３ １８

比例／％ ６．７６ １０．９４ ６．７６ １０．３１１１．７６１８．７５２３．０８２５．００１９．４９１９．３５

３　讨论

近年来，国内儿童性早熟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

趋势［４］。据报道，韩国性早熟儿童４年内翻了两
番，重庆市性早熟儿童每年以２０％左右的速度递
增，２００９年广东的调查数据显示，１０年间儿童性早
熟患病率由０．５％上升至１．３％，并有继续上升趋
势；上海地区儿童性早熟患病率约为 １％（１０００／１０
万）［５］。浙江沿海地区儿童性早熟的患病率为

０３８％，其中女性性早熟患病率高达０．６７％［６］。

本文显示，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年发表性早
熟文献的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在２０１１年之后
有所降低，于２０１３年恢复增长趋势，但２０１６年的
文献发表数量再一次减少。总体数量是呈上升趋

势的，与文献［４］报道一致。反映出医务工作者、科

学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儿童性早熟问题

的关注度在逐渐攀升。

众所周知，导致性早熟发生的原因很多，除颅

内生殖细胞瘤、性腺肿瘤、卵巢囊肿、先天性肾上腺

皮质增生等器质性疾病外，一般认为性早熟与遗

传、营养过剩、大量摄入高脂肪、网络电视等各种媒

体信息刺激因素等有关［７］。对于女童而言，８０％
以上为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它已经成为影响儿童

体格发育、性发育最常见疾病之一［８］。因性激素

过早大量分泌，促进骨成熟加快，骨骺过早融合，导

致成人期身材矮小，同时因患儿性征过早发育而智

力和性心理尚不成熟，可导致儿童心理障碍或引发

各种社会问题［９］。因此，对于性早熟的干预是刻

不容缓的，社会各界对儿童性早熟关注度的提高是

推进研究开展的直接动力，这预示着我国的儿童性

早熟研究也将持续深入发展。

从本文结果可以看出，儿童性早熟临床诊治、

诱因机制分析仍是主要热点方向，占５６．１２％，且
与之前文献所统计的数量相比有大幅度提升［１０］，

提示目前对于性早熟的预防及治疗已经成为当务

之急。此外，儿童性早熟的检测及实验、病例报告

和影像学应用也是研究人员的关注重点。综述与

述评类文献的发文数量也有所增加，表明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聚焦于儿童性早熟研究。

从本文结果还可以看出，１０年间文献作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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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合作度与合作率基本保持逐年上升趋势，提示

文献合著已成为目前的普遍趋势，独著情况将会逐

年减少。合作度的上升反映了我国儿童性早熟研

究对象的增加。依照科技论文署名作者数量、合作

度与合著率的计量结果，可间接判断论文研究的深

度、广度、人力投入强度和科研合作类型［１１］。

从省市分布来看，除西藏外，其余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均有关于儿童性早熟的研究论文发

表［１０］。其中浙江、广东、江苏３省的文献发表量显
著高于其余各省市。从机构分布来看，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１０家研究
机构研究成果颇丰，发文数量共占文献总数量的

１８．８７％。而且基金项目文献也呈总体增长趋势，
尤其在浙江、广东、上海、黑龙江、江苏在全国范围

内占明显优势，占基金项目数量７５．６９％，发文数
量的优势情况与当地经济发达、医疗条件优越、生

活水平良好等社会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显示上述地

区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儿童生长发育以及

性早熟问题的热切关注。进一步证实我国研究性

早熟的深度、广度、人力投入强度增大，提示研究内

容的持续深入，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宽，研究人员

水平的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性早熟仍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问

题。儿童性早熟不单是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

题。诊断和治疗儿童性早熟方法研究仍是当前相

关临床工作者的工作重心［１２］。医务工作者有必要

面向社会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医学文化，向父母讲

授儿童性早熟的相关基本知识，使家长了解其危险

因素，掌握有效预防方法。只有从儿童生长发育的

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儿童性

早熟问题的进一步发展。针对国内儿童性早熟问

题的研究现状，且伴随着家庭及社会对儿童生长发

育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性早熟的诱因研究及

预防将成为一个极具前景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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