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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国内外肿瘤药学领域研究前沿与热点，对国内外肿瘤药学服务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国

内肿瘤药学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分别以“肿瘤药学”联合“药学服务”或“药师”为中文主题词，以

“Oncology pharmacy”联合“Pharmacy services”“Pharmaceutical care”为英文主题词，检索 2010—2022 年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VIP）及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相关文献，运用 CiteSpace 对筛选去重后的文献进

行网络可视化分析。结果　2010—2020 年国内外肿瘤药学服务研究皆呈现上升趋势，2020 年后呈现下降趋势，相

关研究领域及热点有重叠之处，而国内外肿瘤药学服务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结论　与国外相比，国内肿

瘤药学服务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今后应拓展视角，加强与国际肿瘤药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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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s and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oncology pharmacy and to con⁃
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ncology pharmaceutical service models at home and abroa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ncology pharmacy in China. Methods Searching related literature with the themes of "oncology 
pharmacy", "pharmacy service" and "pharmacist" in CNKI, Wanfang and VIP databases, and Web of Science from 2010 to 
2022. CiteSpace was used to conduct network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fter screening and removing dupli⁃
cates. Results Oncology pharmacy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s on the rise until 2020, after which there is a downward 
trend, with overlapping research areas and hotspots and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research content.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 of oncology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 China. In the fu⁃
ture, we should expand the perspective an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ncology 
pharmaceutic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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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恶性肿瘤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之一，据

国 际 癌 症 研 究 机 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
search on Cancer， IARC）发布的 2020年全球癌症统

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约 1 9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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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癌症死亡人数约 1 000万例，中国新发癌症病例

457万例，癌症死亡人数 300万例［1］。面对逐年高发

的癌症病例数，国外药学领域通过药物研发和创

新、个体化治疗、药物监测与管理、教育培训与临床

试验等为患者提供了安全、有效、高质量的抗肿瘤

药物治疗。目前，我国癌症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居

全球第一，已经成为全球“癌症大国”。近十年来，

全国各家医疗机构开始大力发展临床药学，培养临

床药师团队，开展了肿瘤药物治疗管理等一系列临

床药学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抗肿瘤

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试行）》［2］及《新型抗肿瘤药

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22年版）》［3］均规定，医院药

学部门应与其他部门合作，共同管理抗肿瘤药物临

床应用，并且相关政策法规也为临床药师促进抗肿

瘤药物合理用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本文利用

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 2010—2022年国

内外肿瘤药学服务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从

文献发表时间、期刊分布、文献作者、关键词等方面

进行分析，以比较的视角对结果进行研究和分析，

同时据此展望国内肿瘤药学服务的未来，以期为国

内肿瘤药学发展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国内资料来源　

以“肿瘤药学”联合“药学服务”或“药师”为主

题词，检索 2010—2022年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

据库和维普数据库（VIP）收录的文献，查重后排除

新闻、报纸、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献，共得到 389篇文

献（图1）。

1.2　国外资料来源　

以“Oncology pharmacy”联合“Pharmacy services”
“Pharmaceutical care”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核
心合集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文献选取时间跨度为

2010—2022 年，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以及国内

学者与国内机构发表的英文文献后，共纳入 886篇

文献（图2）。
1.3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可视

化分析软件。该软件基于 JAVA语言描绘连接点的

互动强弱，可深度挖掘数据，具备分析研究领域的

研究现状、热点变迁、发展趋势等功能，可以弥补相

关综述文献研究的不足［4］。将检索出的肿瘤药学服

务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6.1R6 软件，时间分割

（time slicing）为 2010—2022 年 ，时 间 段（years per 
slice）为 1，其他参数设置为系统默认值。绘制出与

主题相关文献的作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关系图

谱，以及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聚类图谱，从而达到

可视化分析的目的。

2　结果

2.1　发文量统计　

某领域文献的发文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

图1　中文文献筛选流程

Fig.  1　Chinese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图2　外文文献筛选流程

Fig.  2　Foreign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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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学术研究的发展速度与活跃程度［5］。以年份为横

坐标、发文量为纵坐标，绘制2010—2022年国内外肿

瘤药学服务相关文献的发文量分布图（图 3）。2010
—2015年，国外肿瘤药学服务的发文量呈现平稳上

升趋势，国内发文量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发展程

度较低；2016—2021 年，国外肿瘤药学服务的发文

量逐年递增，而国内发文量则趋于平缓，自 2018 年

后开始逐年上升。2022 年，国内外发文量皆有所

下降。

2.2　合作网络情况分析 
使用 CiteSpace 软件生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与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有助于发现在肿瘤药学服

务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与研究机构，从而全面客观

地了解不同作者及研究机构之间在该领域的合作

关系。

2.2.1　国内肿瘤药学服务文献合作网络分析　作

者姓名的字体大小与发文量成正比，连线代表作者

之间存在研究合作关系。由图 4可知，国内关于肿

瘤药学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团队：一个团队

是以李国辉为核心，于 2015—2022 年发表《肿瘤专

科医院药品精细化管理与药学服务模式的探讨》［6］、
《肿瘤靶向药物不良反应的药学服务关注点》［7］、《肿

瘤药学门诊规范（试行）》［8］、《医疗机构抗肿瘤药物

合理使用质控指标体系构建与思考》［9］等文章，为国

内肿瘤药学服务提供了研究方向与理论基础。另一

个是以郭澄、张剑萍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其发表的

《癌痛患者院外镇痛药物治疗及线上监护实践》［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肿瘤患者用药不良反

应的居家药学服务》［11］、《基于疼痛药学服务构建骨

肿瘤术后幻肢痛服务模式》［12］等文章以药学服务为

主，对肿瘤患者用药进行了相关研究。

研究机构字体大小与发文量成正比，连线代表

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由图 5 可知，节点数为

286，说明国内对肿瘤药学服务领域研究的机构较

多，但是多数都是独立研究，发文量较大的研究机

构间缺乏一定的合作关系；广东省、山东省的研究

机构虽然发文量不大，但其省内各机构之间存在明

显的合作关系。

2.2.2　国外肿瘤药学服务文献合作网络分析　国

外作者可视化图谱中共有 416个节点和 456条连线

（图 6），说明国外作者之间多存在合作关系，并且形

成了以 Chan Alexandre 与 Patel Himanshu 为代表的

研究团队，研究主题主要围绕肿瘤药师与临床药

学。团队在近五年的研究成果中指出，肿瘤药学团

队是多学科医疗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临床

药学服务在提高肿瘤治疗质量和安全用药方面的

重要性，强调肿瘤药师应在制定化疗方案、药物治

疗管理、药物教育与培训等多方面为肿瘤患者提供

全方面药学服务，确保癌症化疗的安全和合理用

药［13-15］。近十年，国外肿瘤药学服务研究领域发文

图5　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  5　Collaborative network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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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国内外肿瘤药学服务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Fig.  3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oncology 
pharmacy service in China and abroad

图4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Fig.  4　Collaborative network map of autho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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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多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法国、

英国等国家的高校，并且各地区、各机构之间存在

密切的合作关系（图7、图8）。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2.3.1　国内研究现状　 将 国 内 文 献 资 料 导 入

CiteSpace软件，得到国内关于肿瘤药学服务的关键

词共现图谱，其中包含 309 个关键词节点和 805 条

连线（图 9）。节点的大小和颜色分别表示关键词所

出现的数量和时间；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的

共现，连线越粗，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数越高。关

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能反映出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同时，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

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数也越高，亦

可表明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表 1列举了中心性排

名前20位的关键词。

结合表 1 与图 9 可知，国内文献出现频数较高

的关键词是“药学服务”“临床药师”，同时其中介中

心性数值也较大。“肿瘤”“乳腺癌”“合理用药”“不

良反应”“药学监护”等是国内肿瘤药学服务研究领

域的重点内容。

图6　国外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Fig.  6　Collaborative network map of foreign authors 
in literature

图8　国外研究地区合作网络图谱

Fig.  8　Collaborative network map of research areas 
in foreign countries

图7　国外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  7　Collaborative network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表 1　中文文献中心性排名前 20的关键词

Tab. 1　Top 20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ality ranking

关键词

药学服务

临床药师

肿瘤

乳腺癌

合理用药

不良反应

药学监护

癌痛

化疗

肿瘤患者

频数

190
156
61
30
29
29
27
26
22
20

中心性

0.81
0.62
0.44
0.16
0.30
0.16
0.07
0.12
0.12
0.14

关键词

临床药学

肿瘤科

中药师

药学实践

抗肿瘤药

药学门诊

肺癌

药物疗法

依从性

应用效果

频数

18
12
11
10
10
7
6
5
5
4

中心性

0.08
0.01
0.03
0.02
0.02
0.02
0.01
0.01
0.03
0.02

图9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  9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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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关键词进行聚类整合，得到文献中的

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10）。聚类 Q 值为 0.530 9，S 值

为 0.836 3，说明该聚类结果是显著且令人信服

的［16］。图 10显示了排名前 8位的聚类，标签顺序从

0到 7，数字越小，则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信息越丰

富；各个聚类团相互交叉重叠，表明肿瘤药学服务

相关领域的各项研究联系紧密。肿瘤药学已成为

近十年国内医疗机构开展药学服务的重要内容之

一。我国的肿瘤药学服务目前大多数是由具有大

量临床用药管理经验的临床药师负责开展，主要

在临床中监护与解决肿瘤患者的用药问题。临床

药师在抗肿瘤治疗实践工作中的探索与研究是该

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药师深入肿瘤临床，确保

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用药安全、促进合理用药［17-18］、
通过干预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体现药学价值，以

及在治疗过程中实施肿瘤药学监护等一系列举

措［19-20］，已成为目前国内肿瘤药学服务领域的研究

热点。

另一方面，肿瘤作为疑难病种，绝大多数患者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趋向选择医疗水平较高的三级

医院进行治疗，因此高等级医院拥有大量研究样

本，易于发表研究成果。相反，大多数基层医院只

是对常见病患者进行医疗保障服务的机构，并且人

才储备不足，在肿瘤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弱于

高级别医院。因此，我国虽然在肿瘤药学服务领域

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但质量参差不齐；此外，各三级

医院虽然自身汇集大量研究样本，也具备科研优

势，但彼此之间缺乏交流合作。

2.3.2　国外研究现状　将国外 886篇文献资料导入

CiteSpace软件，得到国外关于肿瘤药学服务的关键词

共现图谱（图 11）、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12），共包含

378个关键词节点和 1 946条连线，并列举了中心性

排前 20位的关键词（表 2）。结合表 2与图 11可知，

国外文献出现频数最高的关键词是“care（护理）”，

其次是“cancer（癌症）”“chemotherapy（化疗）”“thera⁃
py（治疗）”等，并且其中心性较高。结合图 12可知，

国内外在肿瘤药学服务领域都是以临床药师为主

体，结合临床治疗进行相关的肿瘤药学研究

（#0）［21-22］。研究领域方面，国外学者更加关注抗肿

瘤药物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与自身职业暴露情况

（#1）［23-24］、儿童癌症治疗中成本与效益的关系

（#3）［25-26］、特定肿瘤人群治疗相关研究（#4、#5、#7）
等方面的内容［27-28］。

2.4　国内外研究前沿 
关键词突现是指短时间内发表文章中关键词

出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现象，突现强度大小代表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列举国内外肿瘤药学

服务领域研究前 25 个突现关键词（图 13、图 14）。

中文关键词突现强度排名前 3 的分别是“肿瘤科”

（strength=5.15）、“化疗”（strength=3.87）和“药学门

诊”（strength=3.4）。“药学门诊”“肿瘤患者”“应用效

图11　外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  11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in foreign 
literature

图12　外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  12　Clustering map of keywords in foreign literature

图10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  10　Clustering map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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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药师”是近两年国内肿瘤药学服务领域的研

究前沿。英文关键词突现强度排名前 3 的分别是

“medical oncology”（strength=5.61）、“pharmacy ser⁃
vice”（strength=5.12）和“cancer patient”（strength=
4.9）。“pharmaceutical care”“quality”“pharmacy edu⁃
cation”“medical oncology”“drug compounding”“phar⁃
macy administration”“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是

国外肿瘤药学服务领域的研究前沿。

3　讨论

3.1　国内外肿瘤药学服务现状研究对比 
发文量方面，2021年以前国内外肿瘤药学服务

研究皆呈现上升趋势，2021 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

国内研究每年成果数量总体相近，未出现较大波

动。2016—2021年国外研究成果数量递增明显，国

内研究则于 2018年后呈现小幅度上升，表明国内肿

瘤药学服务研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同

领域研究的影响。

作者与研究机构方面，国内外在肿瘤药学服务

领域都形成了以某几位学者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国

外作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存在更多的关联与合

作，而国内各研究机构之间欠缺合作，合作小团体

主要集中在各高校附属医院。我国肿瘤药学服务

研究与国外相比仍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国内学者应

在该领域加强国内外各区域与机构的多学科团队

合作，研究内容与质量也有待完善和提升。

研究热点方面，国内外关于肿瘤药学服务研究

的热点存在诸多相似及相同内容，如合理用药、药

物不良反应监测、用药过程中的药学监护等，但具

体的研究内容仍存在差异。国内作者和研究机构

图13　中文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  13　Analysis on Chinese burst keywords

表 2　外文文献中心性排名前 20的关键词

Tab. 2　Top 20 keywords in foreign literature 

centrality ranking

关键词

care
cancer

chemotherapy
impact
therapy

oncology
management
breast cancer

clinical pharmacy
adherence

频数

80
72
71
53
44
44
42
41
38
32

中心

性

0.12
0.1

0.19
0.03
0.13
0.12
0.14
0.16
0.07
0.09

关键词

service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tineoplastic drug
agent
safety

cyclophosphamide
medication error

clinical pharmacist
cost

American society

频数

30
30
30
30
27
27
26
23
23
22

中心

性

0.04
0.04
0.03
0.06
0.03
0.03
0.07
0.05
0.01
0.08

图14　英文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  14　Analysis on English burs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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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注临床药师在抗肿瘤治疗过程中实施的药

学监护，重视肿瘤临床药师的培养。而国外则将临

床实践、药物治疗指南、技术与信息应用、患者教

育，以及临床研究与创新等内容作为重点研究对

象，并对肿瘤治疗费用与效益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3.2　未来国内肿瘤药学发展展望 
肿瘤药学是药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肿

瘤患者数量逐年攀升的现状，国内肿瘤药物研究已

取得显著成果，但原创药物研发等领域仍然存在不

足。国内肿瘤药学服务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医疗机

构的临床治疗，而是需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药企

生产、高校教育、机构研发与医疗诊治之间需要加

强联系，才能有效推动肿瘤药学服务体系建设，为

患者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

国外肿瘤药学服务发展较为成熟，国内与之相

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内研究大

多是以研究者所在医疗机构的临床患者为主，与国

外研究相比，缺乏多中心、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从

研究机构上看，国内研究多以医疗机构为主，高校

与医药企业研究文章较少，并且各机构与各作者之

间缺乏合作，团队与团队之间联系不够紧密，难以

在某一领域形成同向发展力。肿瘤药学服务应注

重交流与合作，个人与机构，乃至国家之间分享经

验与技术，才能更好地推动肿瘤药学服务的发展。

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可以发现，肿瘤药学门诊

是国内肿瘤药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有调查显

示，2020 年全国仅有 13 家医院开设肿瘤药学门

诊［29］。目前，国内肿瘤药学门诊主要围绕处理药品

不良反应、治疗方案与评估、药物治疗干预、药物治

疗监测、随访评估等内容开展工作，而临床药师自

身专业水平、药学门诊收费制度、药师处方权等因

素［30］制约了肿瘤药学门诊的进一步推广和发展。

国外肿瘤药学门诊发展较早，并已证明药师可以通

过门诊为肿瘤患者提供良好的药学服务，解决药物

治疗问题，确保合理用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

此，开展高质量肿瘤药学门诊将是未来肿瘤药学服

务领域的热点。

此外，通过关键词与聚类分析发现，我国大多

数研究都停留在药学服务的临床治疗上，缺少临

床、经济、人文相结合的全面研究。抗肿瘤治疗过

程中药品费用普遍较高，且有些药品价格受国家药

品谈判和集中采购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31］，在保证

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制定合适的

治疗方案，是药师在药学服务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经济评估应成为药学服务人员在肿瘤治疗中选择

有效、可行的药学服务策略的依据之一，也是肿瘤

药学服务领域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另一方面，肿

瘤药学服务不能仅仅关注患者的合理用药、不良反

应监测等。恶性肿瘤一旦确诊,就意味着健康的丧

失和生命安全的威胁，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反

应，引发各种心理和身体问题，并且药物治疗效果

与副作用也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心理暗示，从而造成

负面影响，诱发药物不良反应，甚至导致患者抗拒

使用某类药物而影响治疗。然而，目前国内很少有

从药学服务角度全程关注肿瘤患者心理健康的相

关研究。因此，具备人文内涵的药学服务也应是肿

瘤药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学者在进行传

统临床研究的过程中，亦不能忽视从经济与人文等

隐性角度对肿瘤药学服务开展研究，尝试将研究视

角从单一层次向多元层次拓展，不断提升国内肿瘤

药学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从而缩小该领域与国外研

究的差距。

通过运用CiteSpace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

肿瘤药学服务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与成果，发展方向

也与国外基本保持一致，但与国外肿瘤药学服务研

究领域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多元化研究

内容。未来应充分借助国内医联体平台加强相关

研究与合作，进一步提升国内肿瘤药学服务发展水

平。同时，由于CiteSpace目前无法对多个国外数据

库检索结果进行整合分析，本研究只纳入了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缺乏对外文文献更为全面的检索，

对国外肿瘤药学服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

来应通过其他工具或方法纳入更多国外不同数据

库的相关文献，更全面地研究和分析国外肿瘤药学

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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