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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ＮＳＦＣ)资助

的康复医学项目及相关文章成果ꎬ并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ＮＩＨ)对比ꎬ为康复

医学未来的资助方向提供依据ꎮ 方法　 检索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及 ＮＩＨ 项目报告网站ꎬ收集 ＮＳＦＣ 和 ＮＩＨ 资

助项目及其产出的文献信息ꎬ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ＮＳＦＣ 共资助 ４２１ 个康复医学领域

项目ꎬＮＩＨ 共资助 ３１２ 个项目ꎻ两国的预算逐年增加ꎬ２０１８ 年的 ＮＳＦＣ 预算(３８９ 万美元)是 ２００９ 年(４６ 万美

元)的 ８.４６ 倍ꎬ而 ２０１８ 年 ＮＩＨ 的资助预算(３６０８ 万美元)是 ２００９ 年(１６６２ 万美元)的 ２.１７ 倍ꎻ中美资助项目

产生的文献数量分别为 １１１１ 篇和 ２５７１ 篇ꎻ两国文献的影响因子主要分布在 ０~ ３ 分ꎬ而影响因子≥６ 分的期

刊中ꎬ美国发表文献数量(２９７ 篇)远多于中国(１８ 篇)ꎻ中美两国项目预算经费投入增长每百万美元ꎬ产出 ＳＣＩ
文章的数量增长 ２.２５ 倍和 ０.０５ 倍ꎮ 结论　 中美两国近十年来分别在 ＮＳＦＣ 和 ＮＩＨ 资助下的康复医学研究投

入及产出不断提高ꎬ两国康复医学研究仍存在一定差距ꎮ
【关键词】 　 康复医学ꎻ　 文献计量学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ꎻ　 影响因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８１８４２０２７)ꎬ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２０１９ＪＺＺＹ０１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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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ＮＳＦＣ ｆｕｎｄｅｄ ４２１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ＩＨ ｆｕｎｄｅｄ ３１２. Ｉｎ ２０１８ꎬ ｔｈｅ ＮＳＦＣ ｂｕｄｇｅｔ (ＵＳ ＄ ３.８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ａｓ ８.４６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２００９ (ＵＳ ＄ ４６０ꎬ０００)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ＩＨ′ｓ ｇｒａ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ＵＳ ＄ ３６.０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ａｓ ２.１７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２００９ (ＵＳ ＄ １６.６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ａｓ １１１１ ａｎｄ ２５７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ａｎｇ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 ａｎｄ ３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６ ｏｒ ｍｏｒｅꎬ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９７) ｗｅｒｅ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１８).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ＣＩ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ｅ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２５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０.０５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ｉ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ｍ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
ｐｅ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ｇａｐ ｉ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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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第 ４４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４



　 　 据估计ꎬ未来 １０ 年大约会有 ２ 亿人患有慢性疾
病ꎬ８５０ 万人罹患终身残疾ꎬ慢性病已成为临床医疗的
重要问题[１]ꎮ 社会对康复的需求明显增加ꎬ国家对康
复医学日渐重视ꎬ康复医师急需更进一步的理论基础
研究以支持临床治疗ꎮ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ＮＳＦＣ)
的资助下ꎬ中国康复医学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２￣３]ꎬ但
康复医学领域在科研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上与欧美国家
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ꎮ 美国康复研究主要由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ＮＩＨ)、美国
国家残疾人独立生活和康复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及其他慈善机构资助ꎬ其中 ＮＩＨ 是美国主要的
医学研究机构ꎬ于 １９３０ 年首次授权建立院外研究和培
训项目的基金ꎬ为研究成果转化和健康科学研究提供
支持已有九十年的历史[４￣６]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下我国康复医学项目及相关文章成
果ꎬ并对比 ＮＳＦＣ 和 ＮＩＨ 资助下康复医学研究的资助
情况、研究趋势和文章发表的差异ꎬ旨在为我国康复医
学基础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ꎮ

资料与方法

一、检索路径及策略
ＮＳＦＣ 资助项目在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 ｈｔｔｐ: / /

ｏｕｔｐｕｔ.ｎｓｆ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ｕｎｄｉｎｇＱｕｅｒｙ)进行数据检索ꎬ申请
代码为康复医学 Ｈ１７ 及其子代码 Ｈ１７０１ꎬ对批准年限
在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的所有资助项目进行数据采集ꎮ
所有 ＮＩＨ 项目数据均来自 ＮＩＨ 项目报告网站 ( ｈｔ￣
ｔｐｓ: /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ｎｉｈ.ｇｏｖ / )ꎬ其检索部门类型为物
理医学与康复(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的研究包含所有 ＮＩＨ 机构和中心
(ａｌｌ ＮＩ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ｓ)ꎬ项目代码类型为研究
基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ａｎｔｓ)ꎮ

二、数据采集
１.基金资助项目采集: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批准

号、批准年度、结题时间、项目预算、项目负责人、研究
机构及所在地、项目关键词等信息ꎬ已结题项目进一步
采集其结题成果列表内文献标题等信息ꎮ

２.文献采集:将已结题资助项目的文献列表ꎬ分别
在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和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内进行数据采集ꎬ采
集内容包含的所有文献信息ꎬ如作者、出版年份、期刊、
关键词、资助项目等ꎻ剔除已结题成果中的专利著作、
会议报告、科研奖励等ꎮ 针对 ＮＳＦＣ 资助的所有文献
进行中英文梳理ꎬ针对英文文献所发表的期刊进一步
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检

索系统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 /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 /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ꎬ判断该期刊是否纳入当
年 ＳＣＩ 数据库ꎬ并对文献期刊发表当年的影响因子进
行统计分析ꎮ

三、统计学方法
采集中美两国资助项目、相关文章的数据信息ꎬ以

ＣＳＶ 格式从上述检索网址和数据库中提取并导出至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５ꎬ构建文本和数字统计函数进行描述性统计
学分析处理ꎻ采用 Ｅｃｈａｒｔｓ 图表库结合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编程
软件ꎬ实现中美两国在资助项目数量及预算的可视化
呈现ꎻ运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４.０ 软件ꎬ采用负二项
回归分析探讨中美资助与产出的效益问题ꎮ

结　 　 果

将所有检索项目经过条件过滤和文献查重去重
后ꎬ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共检索到 ４２１ 项 ＮＳＦＣ 资助下的
康复研究项目和 ３１２ 项 ＮＩＨ 资助项目ꎬ中美两国所有
资助项目产生的文献分别有 １１１１ 篇和 ２５７１ 篇ꎮ 具体
流程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检索流程图

一、新增项目及资助金额的动态变化与趋势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ꎬ美国每年新增项目随着时间

推移略有增加ꎬ而中国的新增项目数量逐年稳步增加ꎮ
两国在康复医学领域的资助预算均有所增长ꎬ中国的
预算增长率较高(如图 ２ 所示)ꎬ除 ２０１３ 年外ꎬＮＳＦＣ
资助下的新增项目数量每年都快速增长ꎮ 从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每年新增项目的数量逐渐高于美国ꎮ
在项目预算方面ꎬＮＩＨ 提供的康复研究预算远高于
ＮＳＦＣꎮ 除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外ꎬＮＳＦＣ 在康复医学领
域的预算也是逐年上升ꎮ２０１８年的ＮＳＦＣ预算(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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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Ａ 示年文献发表量ꎻ图 Ｂ 示 ＳＣＩ 发表文献量随影响因子分布变化ꎻ图 Ｃ 示年平均影响因子变化

图 ３　 已发表文献及平均影响因子变化趋势

表 １　 ＮＳＦＣ 与 ＮＩＨ 资助产出的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百万美元经费资助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Ｚ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ＮＳＦＣ １.１８ ０.３３ ３.６１ <０.０１ ３.２５ １.７１ꎬ６.１６
ＮＩＨ ０.０５ ０.０２ ２.４２ ０.０２ １.０５ １.０１ꎬ１.０９

　 　 注:因变量为产出 ＳＣＩ 类文献数量

万美元)是 ２００９ 年(４６ 万美元)的 ８.４６ 倍ꎮ 自 ２０１５
年起ꎬＮＩＨ 开始逐步增加对康复医学项目的资助ꎬ２０１８
年 ＮＩＨ 的预算(３６０８ 万美元)是 ２００９ 年(１６６２ 万美
元)的 ２.１７ 倍ꎮ

图 ２　 ＮＳＦＣ 和 ＮＩＨ 资助康复医学领域的项目及预算金额

二、项目已发表文献及期刊影响因子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有 ４８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于 ２０１８ 年已结题ꎬ但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暂未公布

结题成果文献ꎻ２１０ 个正在进行的项目仍未公布研究

成果ꎻ其余已结题且成果已公布的 １６３ 个项目发表会

议及期刊文献共 １１１１ 篇ꎮ 而 ＮＩＨ 资助的所有项目

中ꎬ已公布的发表文献共计 ２５７１ 篇ꎮ 受到检索时间的

限制ꎬ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ＮＳＦＣ 当年资助项目的结题成

果较少ꎬ绝大多数项目并未公布成果ꎬ故针对文献发表

数量及质量的研究ꎬ仅纳入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ＮＳＦＣ

和 ＮＩＨ 所有资助项目已公布文献ꎬ分别为 １０９９ 篇和
２００７ 篇ꎮ

从图 ３Ａ 可以看出ꎬＮＳＦＣ 和 ＮＩＨ 资助的文献年发

表趋势呈倒 Ｕ 型曲线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ꎬ二者均有

大幅增长ꎻＮＳＦＣ 资助的文献发表量在 ２０１５ 年最高ꎬ增
加到 ２５６ 篇ꎻ２０１３ 年 ＮＩＨ 资助项目产生文献居首
(２９５ 篇)ꎮ ＮＳＦＣ 资助下ꎬＳＣＩ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的文

献共 ４１０ 篇ꎬＮＩＨ 资助的 ＳＣＩ 论文共 ２２９０ 篇(图 ３Ｂ)ꎮ
中美两国 ＳＣＩ 论文的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主要集中在

０~３ 分(图 ３Ｃ)ꎮ ＮＩＨ 资助的文献发表在影响因子

≥６ 分的期刊上的数量相对较多ꎮ 相对而言ꎬＮＳＦＣ 资
助的英文文献绝大多数(８０.２４％)发表在 ３ 分以下的

期刊ꎬ顶级期刊的高分文章较少ꎮ
三、资助效益分析

ＮＳＦＣ 资助金额越多ꎬ产出文章越多ꎬＮＩＨ 资助金

额对产出文章数量亦有显著影响ꎮ 数据显示ꎬＮＳＦＣ
项目资助金额的回归系数为 １.１８(Ｐ<０.０５)ꎬ表示项目
经费会对产出 ＳＣＩ 类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ꎬ
且项目经费投入每增长 １ 个单位(百万美元)ꎬ产出

ＳＣＩ 类文章的数量增加 ２.２５ 倍ꎮ ＮＩＨ 资助项目金额对

文章产出的亦影响显著ꎬＮＩＨ 投入每增长 １ 个单位(百
万美元)ꎬ产出增长 ０.０５ 倍ꎮ 详见表 １ꎮ

四、文章发表期刊分析

ＮＳＦＣ 资助的康复医学领域学者投稿前 １０ 名的

ＳＣＩ 期刊分别来自美国、瑞士、荷兰、希腊、中国和英国

(详见表 ２)ꎬ而 ＮＩＨ 资助下的康复学者投稿前 １０ 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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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 期刊主要以美国期刊为主ꎬ只有并列第 １０ 位的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杂志来源于英格兰(详见表 ３)ꎮ

表 ２　 ＮＳＦＣ 资助项目按发表文献总量排名前 １０ 的英文期刊

ＮＳＦＣ 资助文献发表期刊 出版物
总量

５ 年平均
影响因子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５ ３.３３７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５ ２.９３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４ ４.５２５
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 ２.０５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３ ４.３３１
ＣＮＳ ＆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Ｄｒｕｇ Ｔａｒｇｅｔｓ ９ ２.６６６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９ １.９６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９ ４.６４３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８ ２.２２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８ ４.００８

表 ３　 ＮＩＨ 资助项目按发表文献总量排名前 １０ 的英文期刊

ＮＩＨ 资助文献发表期刊 出版物
总量

５ 年平均
影响因子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
ｔａｔｉｏｎ

８２ ３.６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５５ ２.２２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５４ ３.３４
Ｍｕｓｃｌｅ ＆ Ｎｅｒｖｅ ４２ ２.６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ｕｍａ ３９ ４.４８
ＰＭ ＆ Ｒ ３２ ２.０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３１ ２.７０
Ｎｅｕｒｏ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３０ ４.３７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３０ ３.６０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２６ ９.０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６ ６.４９

讨　 　 论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ꎬ分析中美两国

基金资助的康复医学研究现状ꎮ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在
康复医学项目资助、预算变化、发表文献数量、质量和
投入产出效益等方面的情况ꎬ拟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些资助建议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康复

医学研究已持续 １０ 年ꎬ其间 ＮＳＦＣ 对康复医学资助金
额明显增加ꎬ中美之间的差距略有缩小ꎮ 在相应财政

年度中ꎬ随着资助的预算总量增加ꎬ康复医学的资助金
额也随之升高ꎬ如政府 ２０１２ 年加强了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的投入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预算

比上一年增加了 １８.９２％ꎬ康复医学领域获资助预算亦

随之大幅提高(７７.４９％) [７]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通过加大财政投入ꎬ实现科学基金持续增长ꎬ同时重
点扶持了康复医学学科ꎬ促进深入探索康复医学的基

本科学问题和创新康复技术[８￣１０]ꎮ

分析显示ꎬ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和美国的文献
成果数量都有一定增长ꎮ 研究成果的类型可能受到不
同资助体系的限制ꎮ ＮＳＦＣ 资助的项目通常持续 ３ ~
４ 年ꎬ所有资金在项目批准时即已确定ꎬ而 ＮＩＨ 资助的
项目无具体限期及固定资助金额ꎬ每个财政年度重新
审核并拨款[４]ꎮ 此措施有利于激励研究者在学科上
进行持续且深入的研究ꎬ发表更高质量的文章ꎮ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期限较短ꎬ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复杂的、多中心的、跨学科的研究以及对临床突破性
的基础科学研究ꎮ 此外ꎬ语言障碍也阻碍了中国研究
人员向国外期刊投稿ꎮ 很多中国研究在国内核心期刊
上发表ꎬ这些文献也报道了重大的研究工作[１１￣１２]ꎮ

从中美两国发表资助的康复医学研究文献的排名
前 １０ 的期刊来看ꎬ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理医学和康
复专业ꎮ 大多数期刊在美国出版ꎬ其它期刊则主要集
中在西欧ꎬ这反映了大量拥有前沿科研实力的研究中
心集中在这些地区ꎮ 这一发现也与 ＳＣＩｍａｇｏ 期刊排名
中康复医学期刊的排名基本一致[１３]ꎮ 与美国相比ꎬ中
国研究者关注的康复医学领域更加多元化ꎮ 虽然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康复医学研究方向与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方向相似ꎬ美国研究者更
侧重于物理治疗和康复医学的机制和病理生理学意义
的研究ꎮ

中国和美国是 １０ 年间康复医学领域投稿最多的
国家[１４]ꎮ 两国所纳入研究的文献均主要发表在影响
因子 ０~３ 分的期刊上ꎬ年平均影响因子随时间变化不
大ꎬ但中国的文献很少发表在影响因子分值较高的康
复医学顶级期刊ꎮ

康复医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ꎬ许多基础理论、病
理生理问题和主要技术还有待探索ꎮ 中医康复治疗有
其独特的理论ꎬ不能按照现代医学的研究标准来评价ꎬ
这使得中医康复治疗相关文献的引用量和影响因子较
低[１２]ꎮ 中国研究人员需要更多可持续的基础研究经
费ꎬ较长的研究时间和跨学科项目有利于在康复医学
领域取得深入重大的成就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影响因子可能并不能完全反
映研究质量ꎬ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ꎬ其文献也具有参考
价值[１５]ꎮ 由于期刊的影响因子每年都在持续波动ꎬ因
此用一个固定的影响因子值作为学术评价指标是不合
适的ꎬ而且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异较大ꎮ 如
果使用更多元的数据去评价研究质量ꎬ如 ＪＣＲ 分区和 Ｈ
指数值ꎬ可能会有更客观的比较ꎮ 此外ꎬ两国语言差异
阻碍了本研究纳入全部文章进一步比较分析ꎬ我国研究
者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研究成果同样值得关注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是首次对康复医学领域基金资
助情况进行考察ꎬ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中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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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论文成果产出差异进行量化ꎬ反映了过去 １０ 年
间康复医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的康复医学研究不断发展ꎬ取得了较大跨越的成就ꎬ
中国在康复医学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ꎬ中美两国在项
目预算投入及发表文章数量、质量上差距略有缩小ꎮ
深入持续的研究发展ꎬ严格的审核机制有利于康复医
学研究的进步ꎬ仍需要加强对基础机理的理论研究ꎬ提
高文献的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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