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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对相关数据库中收录的移动医疗范围内的文献进行分析和价

值挖掘，从发文量、关键词、作者角度绘制国内移动医疗研究范围内的知识图谱，并对该领域的热点、

核心作者和相关研究情况等进行分析，简述了国内移动医疗研究的机遇和挑战，为国内移动医疗的发

展提出建议和展望。

With the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mined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which domains of mobile medical research included in the relational datab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ities of articles, keywords and authors, this research draw a knowledge map among domestic mobile 

medical research. Moreover, we analyzed the hot topic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status, and expound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obile medical research in China. Furthermore,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mobil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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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1 月，国家卫计委发布《远程医疗

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指南》提出构建覆盖全国的

远程医疗服务网络体系，实现多点对多点的跨

地域、均等化、体系配套的远程医疗服务 [1]；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 “ 互联网 +” 行

动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第三方

机构构建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2]；10 月，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动医疗专业委员会在京成

立，标志着国内移动医疗发展的新纪元即将开

始，推动了我国移动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完善 [3]。

移动医疗行业发展形势利好、国家政策相

继落实加上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普及，使

国内移动医疗市场发展前景广阔。面对良好的

发展机遇、尚未成熟的市场和行业准入标准，

国内企业如春雨、丁香、百度、阿里等纷纷布

局移动医疗市场，力求在市场中抢占先机。当

下正值国内移动医疗发展如火如荼时，利用信

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国内移动医疗研究进

行分析，以期更直观地展现国内移动医疗的发

展概况和研究热点，并分析其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为国内移动医疗的研究和发展

提供参考、建议。

2  数据来源

文献收集来源：万方医学、维普医学、知

网医学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以知网

医学为例，检索过程如下：使用高级检索，以

移动医疗为主题，发表时间设置为 2000-2015，

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3 日，

经过重复项合并和无效项处理共得到 1425 篇文

献（其中每条数据包括标题、作者、摘要、出

版日期、期刊等信息）。

3  可视化分析

将收集的不同数据库中的文献信息进行格

式转换，统一将格式转化为 Refworks 格式，合

并到同一文档中。时间限定为 2000-2015 年，

单个时区分割长度设置为 1 年，主题词来源选

择标题、摘要、关键词，阀值保持不变，节点

类型分别选择作者、关键词，其他设置使用默

认值，确定后软件会自动以年为长度单位进行

文献信息解构。

3.1  论文数量分布

从图 1 可以看出国内移动医疗研究论文，

2000 -2002 年之前没有相关论文分布，从 2002

年以来到 2010 年之前，数量增长虽然很缓慢，

但研究成果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原因在于移

动医疗这一医疗新研究方向的诞生，总要有一

定的学科内部响应期或是认同期，这是新研究

方向出现的必经阶段，持续的增长趋势也说明

移动医疗自诞生以来就饱受关注和研究；2010 

-2013 年可以看出论文数量增长速度与之前相比

明显加快，是 2010 年之前增长速度的 14 倍之多，

原因在于 2010 年之后，春雨、丁香、咕咚等逐

渐获得多轮融资 [4]，移动医疗行业燃点爆发，

相关的研究开始增多，从图 2 研究热点知识图

谱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研究重点集中在应用

程序、丁香园、移动化、移动支付和预约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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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2013-2015 年的论文数量和增长速度是

国内移动医疗研究热点诞生以来，年发文量最

多，论文增长速度约是 2010-2013 年间的 3 倍，

是 2010 年之前的 50 倍，原因在于新医改和 “ 互

联网 + 医疗 ” 谋求发展的大环境刺激，国家相

关政策的落地，更多企业跨界涉足移动医疗行

业，使得国内的移动医疗研究开始进入高速发

展时期。

图1  2000-2015年论文数量分布图

3.2  热点前沿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

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所占的篇幅虽然不大，但

却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体现文章的研究价值

与方向，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

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5]。

CiteSpace 软件界面下，在 Node Types

中选择 “Key-word” 节点，其他设置使用默

认 值， 生 成 移 动 医 疗 研 究 的 关 键 词 知 识 图

谱，见图 2，共有 357 个节点，416 条连线，

其中年轮代表关键词的历史；年轮颜色的深

浅代表相应的关键词出现的时间；年轮的厚

度与某个时间分区内关键词出现的数量成比

例 [6]。

图2  热点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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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图 2 后，根据年轮大小可以得到关键

词的权重，但是不能得到关键词随时间的变化

趋势。在 Layout 界面中选择 Timeline 得到研究

前沿可视化图，见图 3，结合图 2，根据节点的

大小寻找关键节点从中可以得到移动医疗热点

和前沿信息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7]。

图3  研究前沿可视化图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2000-2015 年间，国内

移动医疗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的变化过程。

2002-2010 年间主要关注远程医疗、医疗设备、

医疗信息化、电子病历等方面；2010 年后，关

键词图谱叠加，研究面变得更加广泛，重点研

究领域主要有医疗健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

就医流程，慢病管理等方面。从图 3 可以看出

移动医疗行业形形色色的医疗产品，带动了医

疗产业的研究发展，其中研究移动医疗应该重

点关注丁香园论坛，医疗移动支付市场主要被

支付宝和腾讯占据，移动终端以 Android 手机

为主，移动应用的广泛使用使医院原有的信息

系统高度共享，并使系统更具移动性和灵活性，

患者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现预约挂号、网上支

付等，简化就医流程，方便患者就医。从图 3

研究前沿分布图可以看出，与 2010 年之前缓慢

起步阶段相比，2010 年后的研究点骤然增多，

研究范围变得更加广泛，移动医疗的立体式发

展格局正在成型 [4]。

3.3  作者分析

CiteSpace 可以生成强调研究前沿及其知识

基础间的顺时模式时区视图，它是由一系列表

示时区的条形区域组成，时区按时间顺序从左

向右排列，可以方便的看出各个时期位于核心

区域的作者，对其及其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

可以更好的掌握学科研究热点及学科前沿发展

趋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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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核心作者时区知识图谱

核心作者研究方向和著作代表着学科的发

展的深度和广度，是学科发展的缩影，紧跟核

心作者研究成果，总能把握住学科发展方向，

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据图 4 得到 2000-2015

年间的核心作者有：郭银景，杨阳，李伟鹏，

何萍等。国内移动医疗的发展，应该重点关注

上述作者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成果代表着学科

发展的方向，反映着学科发展的前沿 , 但是从

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可以看出，作者之间的交

流较少。 

4  国内移动医疗发展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4.1  机遇

移动医疗可解决医疗人力资源短缺情况下

的医疗问题，新医改启动以来 , 中国医疗卫生

行业信息化的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也为移动

医疗发展带来了机遇： 

政府政策支持。由于移动医疗能够有效的

均衡医疗资源分配差距，促进公立医院改革，

提升现有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保证每个人都

能享受平等的医疗权力，近几年政府连续出台

多项标准规范和具体方案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医

疗发展，积极推进医疗信息化进程，其中移动

医疗、可穿戴设备、健康数据采集解决方案等

被列为发展重点 [9,10]。

医疗国情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行性。随着社

会节奏的加快，亚健康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

大量慢病发病量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医

疗服务需求增大 [10]，但随着智能终端及移动通

信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 “ 看病问

诊 ” 就医方式，使患者通过智能终端能够随时

听取医生的建议、获得与健康相关的资讯，打

通从线上到线下的问诊就医闭环，满足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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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需求，让医疗服务 “ 随手可得 ”[11]。

医疗供需缺口大，市场规模井喷式增长。

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刺激着医疗

服务需求的扩大，但公立医院垄断市场、医疗

资源分布不均衡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医疗服务

的供给能力，供需缺口在医疗服务市场中表现

得颇为明显，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吸引越来越

多企业前来 “ 抢滩 ”，融资规模和应用数量都在

不断扩张，竞争行为激烈 [12]。 

4.2  挑战

当下火热的移动医疗究竟应当如何落地以

及移动医疗大数据如何才能真正产生价值，这

关系到移动医疗未来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商业价

值，现阶段移动医疗企业提供的仍多是预约、

挂号、交费等周边服务，作为核心的诊疗环节，

并没有实质性介入，在 “ 互联网 +” 的风口，要

真正实现移动医疗，依然面临众多挑战 :

行业监管和标准缺失。目前国内仅有 2009

年卫生部颁布的《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13] 对医疗类 APP 进行监管，法律效力

极为有限，如若通过网络诊断造成医疗纠纷，

将会很难有效追责，患者的安全和隐私也很难

进行保护，另外市场上的各类移动医疗设备未

形成统一、标准的数据接口，难以实现数据互通，

既影响个人健康信息的全面整合，也不利于健

康数据的汇总和分析利用，阻碍了信息流通、

共享和价值的挖掘 [14]。

优质医生及医疗资源稀缺。移动医疗的核

心是医疗，而医疗的核心资源是医生，当下移

动医疗发展的短板不在于缺乏 IT 精英或资本注

入，而是缺乏优质的医生和医疗资源，很难对

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医生特殊的工作环境和

庞大的工作量，决定其在移动医疗并不能为患

者进行全天候服务 , 医疗资源和服务难以移动，

使移动医疗发展缓慢，而医疗用度加剧了医疗

资源的稀缺，使医疗用度和报销的问题亟待解

决 [9,11]。

商业模式 “ 落地 ” 难。相比国外，我国互

联网医疗商业模式除了收取广告费和上游药企

费用外，其他营利模式还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

现阶段大部分企业生存主要依赖融资，另外绝

大多数移动医疗业务只涉及预约挂号和付费方

面，对于诊中、诊后缺乏精准服务，定位不清、

移动互联网属性不明和技术问题（如移动设备

面临的无线网络信号不均匀、条码识别率不高、

产品同质化）等，都严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

致使用户活跃度和使用频次低 [15]。

5  发展移动医疗的建议和展望

5.1  建议

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发展 “ 全国互联网

分级诊疗平台 ”。通过医院窗口外移，用 IT 技

术让每个智能终端都成为挂号窗口；通过专家

团队的方式让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构建互联网

分级诊疗平台；通过互联网医院的方式实现医、

药、险的连接。

加快移动医疗市场细分。可以根据地域、

性别、病种划分不同的医疗市场 , 根据细分市

场的方法结合自身的健康医疗资源，将线上

APP 应用与线下服务和产品结合起来，深耕软

硬件，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 打响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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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业内部交流与合作，优化产业发展

环境。移动医疗行业尚处于上升期，其发展需

要行业资源的深度合作和全力支撑，并对医疗

服务产业的特殊性、复杂性保持清醒认知的前

提下，构建各机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联合

运营体系以及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医疗健康

服务与互联网的有效对接，打造健康、有序的

移动医疗产业链，培育壮大互联网医疗品牌 [10]。

建立和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行业监管。

统筹和推进全国移动医疗信息标准化工作，加

快制定移动医疗行业准入标准和行业规范体系，

明确对移动医疗主体资格审查备案、纠纷处理、

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解决办法，加强移动医

疗患者用户信息安全和隐私的保护，确保医疗

信息在使用、交流和共享过程中的安全和隐私，

规范移动医疗行业的发展 [16]。

5.2  展望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移动医疗发展还处于

上升期，其优势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医疗资源

的重新分配效果也并没有想象的快速和有效，

其中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克服，但是已经可以看

到移动医疗给医患双方带来的便利如降低医疗

成本、提高服务质量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国家政策的出台以及电子病历的推广使用，

使医生能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使患者拥

有 “ 私人医生 ”；智能终端和可穿戴健康设备能

够帮助医生实现患者身体数据的收集进行远程

诊疗；与传统实体医院进行有机结合，可以创

造医疗行业中的 O2O 模式 [17]，使医疗资源能够

得到更合理和有效的调配和应用，随着医患双

方不断交流和商业模式运作的不断创新，必将

共同推动移动健康行业向更深入、更高效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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