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森路透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 2014 研究前沿（心理学与生物科学

部分） 

2014 年汤森路透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立的“新兴技术未来分析联合研究中心”

推出《2014 研究前沿》分析报告。该报告仍然以共被引分析方法为基础，基于汤森路透的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数据库中的 9700 多个研究前沿，遴选出了 2014 年排名最

前的 100 个热点前沿和 44 个新兴前沿，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10 个大学科领域。 

十个大学科领域分别为：农业、植物学和动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地球科学；临床医

学；生物科学；化学与材料科学；物理；天文学与天体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经

济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 

本文现呈现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两个大学科中的热点前沿。 

一、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 

1、 热点前沿 

1.1 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领域 Top 10 研究前沿发展态势 

表 1：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Top 10 研究前沿 

 

1.2 重点热点前沿 ——“移动健康技术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健康（MHealth）已成为近年来全球学术界和产业界

关注的热点话题。移动健康是一类科技应用的总和，可以让身处各地的病人或医生进行临床

交互。例如，通过电子邮件、短消息、智能手机应用、存储并转发图片以及网络视频等手段

交换医疗信息。移动健康市场正受到智能手机行业增长的再次激发。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数据库显示，移动健康技术研究是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

学领域时下最热的研究前沿，在 2010 年 7 月前后，出现了 20 篇移动健康技术研究的核心论

文，被引频次达到 1396 次，这些共同构成了这个研究前沿。 

1.2.1 国家和机构的活跃状况分析 

论文数据显示（表 2），目前，移动健康技术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肯尼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以上国家关于移动健康技术的核心论文均有 2 篇以上，其中美

国的核心论文最多，占据 14 篇，达到 70%。 

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美国占据了 6 个，分别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波士顿大学、乔

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其他 4 所大学中有 3 所来自英国，分别

是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华威大学，而另一所机构是新西兰

的奥克兰大学。 

表 2：“移动健康技术研究”研究前沿中 20 篇核心论文的 Top 产出国家和产出机构 

 

1.2.2 作者的活跃状况分析 

从通讯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表 3），核心论文最多的是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

的 Free,C 有 3 篇核心论文，其次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Patrick, K 有 2 篇核心论文, 

其他 15 位通讯作者均贡献了 1 篇核心论文。 

从作者所在的国家和机构看，17 位作者中美国有 11 位，并且供职于美国的不同机构；

其他 6 位作者有 2 位来自澳大利亚，4 位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肯尼亚的机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没有哪个机构或作者在这方面有特别突出的产出表现，但就国

家来看，美国无疑是此领域的领头羊，处于第二梯队的则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肯尼



亚。 

表 3：“移动健康技术研究”研究前沿中 20 篇核心论文的 Top 通讯作者 

 

1.2.3 国家和机构的发展状况分析 

从表 4 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施引论文最多，有 473 篇，占到了 63.8%。英国的施引

论文数为 115 篇，位列第二，占 15.5%。施引论文 Top 机构中美国有 9 个，分别是哈佛大

学、匹兹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北卡罗莱纳州教堂山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位列施引论文 Top 机构列表的第 8 位。 

 

 

 

 

 

 

 

 



 

表 4：“移动健康技术研究”研究前沿中施引论文的 Top 产出国家和产出机构 

 

二、生物科学 

1、热点前沿 

1.1 生物科学 Top 10 研究前沿发展态势 

表 5：生物科学领域 Top 10 研究前沿 

 

1.2 重点热点前沿 ——“利用全基因组关联方法研究人类疾病”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是一种高通量分析分子标

记与表型间关联关系的方法，主要利用遍布于整个基因组的分子标记（主要是 SNP）与统计

学工具对影响复杂性状的遗传变异进行鉴定和分析。GWAS 目前主要应用于多基因控制的



人类疾病等复杂性状的分析，并已鉴定出大量相关的遗传变异，成为研究人类基因组学的关

键手段。该研究前沿的论文主要是从遗传统计学角度探讨和研究 GWAS 方法、相关分析工

具及软件，旨在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检测更多与身高、智力、疾病等复杂性状相关的新 SNP，

同时解决 GWAS 分析过程中出现的“遗传性缺失”（missing heritability）等问题。 

1.2.1 国家和机构的活跃状况分析 

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这一重点热点前沿中表现最为活跃，是核心论文的主要产出国家。在

13 篇核心论文中（表 6），澳大利亚和美国各有 9 篇，占核心论文总量的 69.2%。在核心论

文量排名前五的机构中，澳大利亚的机构占据 3 个，分别为昆士兰医学研究所、墨尔本大学

和澳大利亚初级产业部，相应的核心论文数量占比分别为 69.2%、53.8%和 46.2%。美国的

哈佛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进入前五排名，核心论文数量占比分别为 46.2%和 38.5%。 

表 6：“利用全基因组关联方法研究人类疾病”研究前沿中 13 篇核心论文的 Top 产出国家和产出机构 

 

1.2.2 作者的活跃状况分析 

在热点前沿排名前 5 位的核心论文通讯作者中，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分别

有 4 位和 3 位研究人员位列其中（表 7）。Visscher，P 教授是该前沿领域中较有影响力的研

究人员，共拥有 4 篇核心论文，3 篇通讯机构为昆士兰医学研究所，1 篇通讯机构为爱丁堡

大学；其中被引频次为 539 次的核心论文于 2010 年发表在《Nature Genetics》上，证实了

“遗传性缺失”现象是由因果突变和 SNP 基因分型之间的不完全连锁所引起的。这篇论文

在该前沿 13 篇核心论文中影响力列第 2 位。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 Manolio，T 是该前沿最有影响的通讯作者，他 2009 年发

表在 NATURE 上的一篇综述论文被引频次超过 1712 次。该综述文章主要分析了 GWAS 中

“遗传性缺失”现象的可能来源，并提出相关的研究策略以阐明复杂疾病的遗传机理，从而

提高 GWAS 在有效预防或治疗疾病中的潜力。 

 

 



 

 

表 7: “利用全基因组关联方法研究人类疾病”研究前沿中 13 篇核心论文的 Top 通讯作者 

 

1.2.3 国家和机构的发展状况分析 

对热点前沿施引论文的国家和机构进行分析（表 8），可以看出，施引论文数量排名第

一的国家为美国，施引论文数量为 1262 篇；位居其后的依次为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荷

兰。在施引论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美国有 6 个，英国为 2 个，澳大利亚为 1 个。对热

点前沿核心论文和施引论文产出结果的综合分析表明，美国和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全基因组

关联分析在人类疾病等复杂性状研究中的应用”这一前沿领域，持续有研究成果，其中美国

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是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英国、德国和荷兰等欧

洲国家的研究人员近年来开始涉足和积极跟进该热点前沿的研究，其中英国牛津大学、爱丁

堡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近几年表现突出，已成为该研究领域内的后起之秀。 

 

 

 

 

 

 

 



 

 

 

表 8：“利用全基因组关联方法研究人类疾病”研究前沿中施引论文的 Top 产出国家和产出机构 

 

 

 

 

 

 

 

 

 

 

 

 

 

 

 

 

 



 

 

 

 

附表 44 个新兴前沿 

 

 

原文链接： 

http://sciencewatch.com/articles/research-fronts-2014-latest-look-sciences-hottest-fields 

http://sciencewatch.com/articles/research-fronts-2014-latest-look-sciences-hottest-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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