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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教育·

我国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演进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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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在中国起步很早，发展至今历史已逾百年，但目前国内对口腔

医学教育的研究并不充分。本研究着重关注了口腔医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收集近30年口腔医学博

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基于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分析与总结。结果显示，虽然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一直在发展进步，但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大多与“骨”息息相关。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

文中，关键词按频次排名前 10位里有 8个与“骨”有直接关联（成骨细胞、成骨分化、牙周炎、组织工

程、生物力学、下颌骨、种植体和破骨细胞），另2个高频关键词分别是增殖和分化。骨研究在口腔医

学博士论文中受到追捧是临床导向的结果，但同时口腔医学仍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疾病，如龋病、口腔

癌前病变及头颈部肿瘤等，数十年来这些口腔疾病的治疗方式及预后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因此，

口腔医学高等教育的关注点也应该更加多元化，以推动我国口腔医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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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of stomatology started very early in China，and has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However，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stomatology education is not sufficien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f stomatology，through collecting the data of around
30 year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tomatology，and conducting 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It w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had been developing and
progressing，most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tomatolog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bone”. Among the top 10
keywords in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stomatology，eight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bone”，including
osteoblast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periodontitis， tissue engineering， biomechanics，mandible，
implants and osteoclasts，while the other two wer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he popularity of bone
research in dental doctoral dissertations may be a clinically oriented consequence. However，there are
many other disease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stomatology，such as caries，oral precancerous lesions，and
head and neck cancers，whos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have not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fore，more research topics should be focused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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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博士学位教育是培养口腔医学高层

次人才、提高口腔临床医疗队伍素质和口腔临床医

疗工作水平的重要途径［1］。中国口腔医学的第一位

博士毕业至今已有 100年［2］，但我们对于口腔医学

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变化知之甚少［3］。与义务教育

等基础教育不同，高等教育的内容本身就是处于科学

的最前沿，始终都需要审视和革新的，更需要通过

客观的手段来认识并评价目前国内的博士教育内

容［4］。博士教育更多的是在学科领域下的高级研究

训练［5］，因此，通过研究我国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的

演进路径评价博士教育发育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研究收集了30余年的国内

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关键词分析了解口腔

医学博士教育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为探讨适合我国

国情的口腔医学博士学位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文献检索

博士学位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设

置中图分类号R78，检索关键词为口腔医学，检索范

围为博士学位论文，时间区间为 1988年 1月 1日至

2021年11月1日，精确检索，得到1 762条检索结果。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CiteSpace软件对所得博士学位

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该软件将从输入学位论文提

炼出口腔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前沿等，并

绘制出渐进的可视化知识图谱。CiteSpace可提供

多种功能来帮助理解和解释网络模式和历史模式，

包括识别快速增长的主题领域、将网络分解为集

群、自动标注文献中的术语。本研究将基于该软件

利用关键词聚类分析方法来进行口腔医学研究的

全球热点可视化分析。

结 果

一、我国口腔医学博士论文的热点

本研究通过高频关键词分析，明确了口腔博士

论文的研究热点和趋势。首先，本研究以1 762篇口

腔医学博士论文为源数据，在CiteSpace参数设置中

时间跨度设定为“1988年1月至2021年11月”，时间

切片跨度选择 1年，得出了我国口腔医学博士学位

论文研究关键词表（表1），通过在表中标注其首次出

现的年份体现该热点开始发展的时间。表1为按频

次排名前 10位的关键词，主要关键词为成骨细胞、

成骨分化、牙周炎、组织工程、增殖和生物力学等。

二、我国口腔医学博士论文的发展演进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绘

制的论文关键词突显分析（图 1）提示，博士的研究

领域逐渐从大领域向小分支延伸，研究的方向更加

专业化、更加具有前沿性；研究内容也从方法手段

和机制探索，更多地转向应用和实践。如在1996—
2005年细胞培养和力学性能等技术手段和基础机

制是当时的研究热点；2014年后，钛种植体和骨再

生等具有实际应用和转化价值的方向得到了更多

口腔医学博士的追捧。

三、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

将筛选后的博士学位论文有效数据导入

CiteSpace，时区分割选择“1988—2021”，时间切片设

置为“1”，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s”，阈值选择“Top
N”并设置为“50”，运行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得到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评估研究关键词共现

知识图谱（图2）。该图所示共有网络节点704个，连

线 14 609条，Q值为 0.708 5，S值为 0.906 2，聚类效

果良好。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为成骨细胞、下颌

education of stomat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s； Stomatology；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spotlight；

Visualization analysis
Fund programs：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82002877，820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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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注：中心性表示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中心性越大，提示关键词

连接的文献越多，起到中枢作用。

关键词

成骨细胞

成骨分化

牙周炎

组织工程

增殖

生物力学

下颌骨

种植体

分化

破骨细胞

频数

90
81
64
50
37
33
32
32
27
25

中心性

0.28
0.11
0.16
0.09
0.05
0.07
0.21
0.08
0.03
0.06

首次出现年份

1992
2007
2005
2002
2004
2005
1991
1996
1997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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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牙周炎等，在共现知识图谱中具有重要的连接

作用。通过总体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及可视化网络

分析我们发现，包括成骨细胞、成骨分化、下颌骨、牵

张成骨、破骨细胞等“骨”相关领域的研究是口腔医

学博士研究的热点。围绕“骨”领域牙周炎、生物力

学、种植体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得到了大力的深入。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聚类分

析，得到 16个聚类（图 3）。其中按中心性排名前列

的聚类为成骨细胞、基因表达和下颌骨，表明这些

聚类主题为口腔医学博士论文研究领域的关键研

究方向。

讨 论

一、口腔医学博士论文研究前沿趋势

医学是与人类生命健康联系最紧密的科学，医

学发展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人类健康本身而服务，所

以医学的基础研究一定也是围绕着捍卫人类健康

展开的。特别是2019年末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持续发酵，这对医学研究提出了现实的挑战：如

何快速、安全和科学地解决现实问题，切实为人民

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因此，医学的研究应该是以

关键临床问题为指导的原创型基础研究，从本质上

推进临床创新与成果转化［6］。

聚焦到口腔医学领域，从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来

看，我国口腔医学领域的主攻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变化。以 2010年为分界线，在此时间节点之

前，口腔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细胞培养、基因克

隆、牙科陶瓷和组织工程等，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更新换代，2010年后口腔医学研究逐渐朝着更前

沿、间断的领域发展，例如骨再生、成骨分化、自噬

及巨噬细胞等。这也说明口腔医学领域博士研究

朝着更具有现实转化的方向转变。

二、研究热点

1. 骨再生：骨再生是骨替代物被破骨细胞活性

完全降解，并在生理上重塑成新的重要骨组织的过

程［7］。2010年以前，骨再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材料

学［8⁃10］、方法学［11⁃13］领域，试图通过改进植骨材料、使

用药物或生长因子、改善手术术式等手段来提高植

骨的成功率和效果；近年来，随着成骨材料和手术

图1 我国口腔医学博士论文关键词突显分析 Keywords表示探测

出的突现词，Year表示研究开始的年份，Strength表示突现强度，

Begin表示突现性开始年份，End表示突现性终止年份。

图 2 我国口腔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1988—2021
年） 图中各点代表一个关键词，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的频次大小，

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共现的程度，各点与线条的颜色表示时

间，由紫色到黄色表示1988—2021年，颜色越黄表示时间越近。

图3 我国口腔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聚类图谱（1988—2021年） 各点

表示聚类中心点，指示一个研究领域或方向；各点与线条的颜色表

示时间，由紫色到黄色表示1988—2021年，颜色越黄表示时间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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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式日趋成熟［14⁃15］，研究领域逐渐集中在了信号通

路及具体机制上［16］，通过分子层面的手段解决临床

问题。在口腔医学领域，牙齿长期缺失、创伤、炎

症、肿瘤、先天性疾病或增龄性变化等病因都会导

致牙槽嵴缺损或吸收，这都与骨再生的研究直接相

关。因此，骨再生理念和技术的发展进步，能直接

指导临床的治疗手段和策略革新。

2. 成骨分化：成骨分化是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

骨祖细胞形成成骨细胞的过程。成骨细胞是骨形

成的主要功能细胞，负责骨基质的合成、分泌和矿

化［17］。该领域和骨再生密切相关。成骨分化研究

关注的方向经历了从细胞本身（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牙周膜干细胞等）及相关细胞因子［18⁃22］到信号通

路［16，23⁃24］的演进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成骨分化研

究也逐渐和成脂、骨骼肌细胞分化、成血管分化等

相关领域相结合［25⁃28］。研究方向从细胞和蛋白层面

向信号通路层面发展，从宏观向微观，从大领域到

小领域。口腔临床中成骨分化的发生与材料、药物

的刺激和诱导密不可分［29⁃33］，了解探究成骨分化的

机制，有助于推动口腔医学临床材料和药物的

发展。

3. 自噬：自噬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中，是一个

通过溶酶体机制将物质降解并再利用的过程［34］。

自噬与成骨分化密切相关，该过程在包括成骨分化

在内的细胞分化进程中被触发［35］。口腔医学博士

论文对自噬的关注，与骨再生和成骨分化这 2个热

点方向的机制探索密不可分。

三、结论

总体而言，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对骨相关的

研究是较为全面，且具有演进特征的。近 30年间，

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重点大多与骨相关，

图1中的23个前沿演进关键词中，16个关键词都与

骨有密切的关系：力学性能、组织工程、生物力学、

牵张成骨、骨保护素、牙周炎、生物膜、骨结合、表面

处理、壳聚糖、骨再生、钛种植体、成骨分化、抗菌、

自噬和巨噬细胞等。口腔医学领域的研究始终是

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导向的。口腔医学领域的四大

专业——内科、外科、修复、正畸的临床工作均大量

涉及了颌骨相关的领域。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口腔

医学领域的研究方向过度集中于骨领域，而口腔医

学领域仍存在很多值得更多关注的问题。在数十

年口腔医学的发展中，如头颈部肿瘤、口腔癌前病

变和龋病等疾病虽然诊断方式和治疗手段也得到

了一些更新，但疾病的预后并未实现显著的提升。

因此，口腔医学博士研究需要放眼全学科全领域，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期通过更多元的科学研究解

决口腔疾病患者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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