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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五年来，全世界共发表与青光眼相关的英文学术论文（SCI 收录）近 7000 篇，这其中仅 40

篇来自中国。虽然我们较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科研发达国家的差距显而易见。明确目前青光眼

科研的重大领域和方向，不仅关系到如何选题、选好课题，同时也是提高科研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手段。（眼

科，2009，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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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ast five years, nearly 7,000 SCI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glaucoma all over the 

world. Among these papers, only 40 came from mainland China. Though we have made greater progress in 

glaucoma scientific research than before,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science-and-technology developed countries 

is remarkable. To improve efficacy and quality in our fu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glaucoma, we should have a 

clear view and better understand on dominant areas and directions in glaucoma research worldwide today. 

（Ophthalmol CHN, 2009, 1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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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青光眼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日益扩大，SCI 学术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从

少到多，论文质量在不断提高，是眼科学各专业中科研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但从横向比较来

看，我们还处在起始阶段，无论从论文的数量还是学术影响力，较之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

距。本文回顾了近 5 年来国际、国内青光眼领域 SCI 学术论文发表情况，为我国青光眼研

究提供参考。 

      一、有关青光眼研究的国际状况和 SCI 论文分布 

      以"glaucoma”为检索词，2008 年 11 月 5 日 PUBMED 搜索结果显示：在近五年里，全

世界共发表与青光眼相关的学术论文共 6880 篇。在最近发表的 100 学术论文中，临床类文

章约占 58%，而基础研究领域仅占 38%，其余 4%为综述类文章。这些数据表明，部分研究

人员认为科研就意味着实验室和试管的印象是错误的。临床科研不仅是科研的主要研究领

域，而且还是学术论文产出较多的领域。实验室里的基础科研活动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

且是一小部分。从研究方向来看，青光眼相关临床检测与诊断占到 16%、青光眼的临床特

征总结和分析占 11%、青光眼手术治疗疗效观察占 9%、以及青光眼药物治疗疗效和毒副作

用占 8%，以上是青光眼临床研究和论文发表的主要领域和方向。其他如流行病学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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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成本-效益分析（3%）及特殊病例报告（3%）也是常见的研究领域。在基础类 SCI

论文中，研究方向相对集中，与青光眼发病机制相关的病理、病理生理研究（15%）和青光

眼性视神经损害和保护机制研究（10%）仍是主要的研究领域。此外，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

亡（6%）、青光眼分子和遗传学研究（4%）、小梁网细胞和房水引流机制研究（2%）也是

常见研究领域和方向。 

      二、高分值 SCI 杂志与青光眼关联的论文分布 

      近五年来，在《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ature》、《Science》、《Lancet》、

《Cell》等高分值杂志上发表青光眼相关学术论文共 12 篇。除 5 篇述评和 2 篇综述外[1-7]，

仅 5 篇是论著性学术论文。2007 年在《Cell》和《Science》杂志上先后发表 3 篇有关青光眼

性视神经病变引起中枢内突触修饰的学术论文，描述了青光眼发生后中枢内相关神经元细胞

突触的重塑现象和过程，及相关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机理，为青光眼性视神经病变累及到整

个视路和视觉中枢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一系列研究在以往病理解剖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青

光眼是一种累及整个视路和视觉中枢的变性性疾病，为青光眼发病机制和新的治疗策略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是近年来青光眼疾病研究中重大突破。类似的研究成果出现在分子

遗传学研究领域。一项研究发现，日尔曼民族青光眼患者中存在高致病风险基因突变，这一

基因突变并不直接导致青光眼的发病，而是通过增加个体对高眼压的易感性来使群体中患者

人数增加[11]。另一篇则通过基因芯片技术对大量北欧囊膜剥脱综合征患者的血液样本进行

相关基因筛查，结果发现了导致囊膜剥脱综合征易感性增加的 LOXL1 基因变异存在共同序

列[12]，为该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和基因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这 12 篇论文不一定代表青光

眼研究领域内的突破和重大标志性成果，但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该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我国与青光眼相关的 SCI 论文发表情况 

      以“glaucoma”为检索词，通过 Endnote 软件在 PUBMED 网检索（2008 年 11 月 5 日），

我国在近五年里，发表在 SCI 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共 40 篇，其中 26 篇为临床和流行病学研

究，14 篇来自基础研究。临床领域研究论文数量的比例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体现了我国在

青光眼研究领域中的相对优势，比如说人口基数大，病例数量大，资源丰富，有利于进行各

种临床研究。相比之下，基础研究领域与国外的差距更大，导致基础类文章的比例偏少。从

研究方向来看，流行病学和青光眼临床特征分析占到整个临床类论文的 60.9%；基础类研究

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在小梁细胞病理生理、房水引流机制、视神经保护研究及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凋亡相关研究。从单位分布情况看，除国内几大知名眼科中心外，其他中等规模眼科机

构也有 SCI 论文发表，充分表明青光眼的学术和科研已在各级单位得到相当的重视。 

      四、总结 

从 SCI 论文发表情况看，我国青光眼研究尽管在某些研究方向上已经进入了国际研究

前沿，但总体上，我国青光眼的科研水平与国际上还存在很大差距。与临床研究相比，我国

青光眼基础研究方面与科研发达国家的差距更为明显。我国拥有世界最丰富的病例资源，但

目前国家科研投入有限，因此，应以我国青光眼临床实际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临床资源优

势进行临床及相关基础研究。这将是我国在较短时期内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青光眼科研水平

差距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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