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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收录在中国期刊网上的 488 条心理健康研究的论文题录进行计量学分析,发现心理学刊物上的心理健康研究论文

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相关因素和现状调查两个方面,内部合作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健康研究的主要形式,研究力

量的机构分布主要集中在高等师范院校和医科院校及医院, 研究力量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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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 he metrolog y analysis of the 488 paper topics of the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collected in CNKI w ebsite, we

found that the quantity of papers on mental health published on the main stream academic publications of psycholog y is not lar ge,

w hich mainly concentrate on mental research of mental health. The cooperated research are the major study form. T he orgnizations

of study- strength are centralized in senior normal colleges universities, medical colleges hospitals, w hile the distr icts are mainly

distr ibuted in the ar eas, where t he economy are more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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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心理健康是个体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个体的健康

与疾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个体良好心理素质的具体

表现。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良性

的发展[ 1]。个人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个人心理和谐是

以自我和谐为基础[ 2]。而心理健康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基本要

素,也是心理和谐的重要体现和基本要求[ 3]。因而, 研究心理健

康不仅对于个体身心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也同样有着重要价值。本研究试图运用文献计量学

的方法对当前心理健康研究领域、研究方式、研究力量等方面进

行分析和探讨。这对于改进和优化心理健康研究工作有着积极

意义。

2 � 研究方法

2. 1 � 文献取样
以中国期刊网为平台, 选取国内影响较大的主要心理学期

刊(参照中国心理学会编写的 心理学论文写作规范!中列出的
中国心理学期刊 )  心理学报!等 9 种为本次研究的资料来源。

内容样本为 1984 年~ 2006 年发表在上述 9 种期刊上篇名包含

∀ 心理健康#的 488条心理健康研究的论文题录。

2. 2 � 分析类目与单元
在参考有代表性的课题研究有关论文、专著和借鉴已有相

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心理健康现状调查、心理健康量表编

制、心理健康相关因素、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以及无法确定类目等

5 个方面的分析类目。每一类目又确定篇名、研究领域、研究对

象、期刊种类、合作者人数、作者机构、作者所在地区、发表时间

等 8 项分析单元。

2. 3 � 统计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法,以频次、百分比统计方法为主。

�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 安徽芜湖 � 241000

3� 结果与分析

3. 1� 心理健康研究论文发表源分布
由表 1 可知, 1984 年~ 2006年间发表在 9 种主要心理学期

刊上的心理健康研究论文共有 488 篇, 主要集中在 中国临床心

理学杂志!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两种杂志上, 占总论文数的近

70%。心理学最权威的学术期刊 心理学报!仅有 6 篇心理健康

方面的研究论文,与心理健康有密切相关的 应用心理学!也仅

有 4 篇。搜索中国期刊网收录的包含∀ 心理健康#篇名的研究论
文共有 13 000 多篇,而在主要心理学期刊中仅有 488篇。

表 1 � 1984年~ 2006年论文发表源分布

期刊名称 篇数 %

心理学报 6 1. 23

心理科学 73 14. 96

心理科学进展 6 1. 23

心理发展与教育 22 4. 51

应用心理学 4 0. 82

心理与行为研究 23 4. 71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24 25. 41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6 44. 26

心理学探新 14 2. 87

总计 488 100. 00

� � � � 表 2 � 研究对象情况分布

研究对象 篇数 %

幼儿 6 1. 23

青少年儿童 256 52. 46

中老年 28 5. 74

特殊人群 131 26. 85

其他 67 13. 73

总计 488 100. 00

� � 注:青少年儿童主要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特殊人群是指教

师、病人、医护人员、军人、员工及警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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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心理健康研究论文研究对象分布
统计分析心理健康的研究对象(见表 2)发现,心理健康的研

究已经涉及到各个年龄层, 并且关注到各个群体, 尤其是对病

人、医生、军人等特殊群体的关注。其中对青少年儿童的研究最

为重视, 研究论文有 256 篇, 占总数的 52. 46%。在研究对象为

青少年儿童的论文中 , 专门研究小学生的论文有 8 篇, 占

3. 13% ;研究中学生的论文有 63 篇,占 24. 61% ; 研究大学生的

论文有 119篇, 占 46. 48% ; 还有 66 篇是研究青少年整个群体

的,占 25. 78%。在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研究方面, 各种疾病患者

的心理健康研究论文有 42篇, 教师 24 篇, 军人 23 篇(其中警察

4 篇) ,各类企业员工 11 篇,医护人员 8 篇。

3. 3� 心理健康研究论文年代分布
� � � � � � 表 3 � 1984年~ 2006年心理健康研究论文年代分布

1984~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2001~ 2003 2004~ 2006 总计

篇数 16 44 115 144 169 488

% 3. 28 9. 02 23. 56 29. 51 34. 63 100. 00

� � � � � � 表 4 � 近 10年心理健康研究论文年代分布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计

篇数 18 27 28 24 38 57 49 60 47 62 410

% 4. 39 6. 59 6. 83 5. 85 9. 27 13. 90 11. 95 14. 64 11. 46 15. 12 100. 00

� � 由表 3可知, 我国心理健康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尤其是

进入 21 世纪后研究论文高速增长, 近 6 年的研究论文数比之前

论文总数还要多。2001 年~ 2003 年和 2004 年~ 2006 年两个 3

年的论文数比前几个 5 年论文数都多,近三年的心理健康研究论

文就占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 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

后,呈现出跳跃式发展。但具体分析近 10 年心理健康研究论文

发表情况(见表 4) , 发现在 2003 年和 2005 年都有下降趋势。

3. 4 � 心理健康研究论文领域分布
� � 表 5 � 研究论文领域分布

研究领域 篇数 %

心理健康现状调查 169 34. 63

心理健康量表编制 41 8. 40

心理健康相关因素 201 41. 19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21 4. 30

其他 56 11. 48

总计 488 100. 00

� � � � 表 6 � 研究论文合作方式分布

合作人数 篇数 %

1人 124 25. 41

2人 144 29. 51

3人 99 20. 29

4人 49 10. 04

4人以上 72 14. 75

总计 488 100. 00

由表 5 可知,当前心理健康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

相关因素和现状调查两个方面, 其研究论文数分别占论文总数

的 41. 19%和 34. 63%。而在心理健康量表编制和心理健康教育

两个方面研究偏少,在中国期刊网中搜索篇名包含∀ 心理健康教
育#的论文有 5 200多篇, 可见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并不少, 但是

在主要心理学刊物发表的不多。

3. 5 � 心理健康研究方式及作者分布
从研究方式来看,独著论文 124 篇,占论文总数的 25. 41% ,

合著论文 364 篇,占论文总数的 74. 59%。而且在合著论文中 2

人合著的占合著论文总数的 39. 56% , 3 人合著论文占 27. 20% ,

4 人合著论文占 13. 46% , 4 人以上的合著论文占 19. 78%。可

见,合作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健康研究的主要形式, 尤其以集体合

作( 3 人及以上)研究最为突出。进一步结合作者单位信息可知,

在合作形式上,同一机构的内部合作有 327 篇,占合著论文数的

89. 84% ; 不同机构的外部合作有 37 篇, 占合著论文数的

10. 16%。

� � 表 7 � 研究论文作者分布

篇数 作者人数 %

1 352 86. 06

2 43 10. 51

3 8 1. 96

4 4 0. 98

5 2 0. 49

总计 409 100. 00

� � 表 8 � 研究力量的机构分布

作者单位 篇数 %

研究机构及综合大学 99 20. 29

医科院校及医院 149 30. 53

高等师范院校 153 31. 35

其他普通高校 63 12. 91

其他单位 24 4. 92

总计 488 100. 00

� � 注:其中有 8篇无法判断作者所在单位。

以第一作者(或执笔人)为准统计作者数量,见表 7。表明论

文作者的数量较大, 在 488 篇论文中有 409 名第一作者, 发文量

在 1篇~ 5 篇之间分布。发表论文仅一篇的作者有 352 人, 占作

者总数的 86. 06% , 而发表论文在 2 篇及 2 篇以上的作者仅 57

人, 占作者总数的 13. 94%。表明心理健康研究队伍正在形成过

程中, 但是并不稳定,尤其是核心作者并未形成。根据普赖斯定

律, 心理健康研究核心作者的形成指标是撰写论文 2 篇的作者须

达到 88 人,而现在仅为 43 人。

3. 6 � 心理健康研究力量分布
以第一作者(或执笔人)的单位为准对研究力量的机构分布

和地区分布分别进行统计, 见表 8。从研究力量的机构分布来

看, 高等师范院校和医科院校及医院占主导地位, 其论文数分别

占论文总数的 31. 35%和 30. 53% , 研究力量较强的研究机构和

综合大学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 20. 29%。从第一作者单位所在

地区分布来看 ,研究力量的地区分布并不平衡。经济较为发达的

地区, 如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区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中西

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表论文数量均在 10 篇以下, 西藏甚至没有。

4 � 讨论
4. 1 � 心理健康研究应当坚持质量与数量并重

提高心理健康研究的水平, 增加原创性研究, 就离不开研究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年 8月第 28卷第 8期总第 338期

54��� Medicine andPhilosophy(Humanistic & Social Medicine Edition), Aug 2007,Vol. 28, No. 8, Total No. 338



方式的改进、活跃作者群的形成。一方面, 当前已经形成了较好

的内部合作研究趋势,研究机构或高校之间的外部合作、跨学科

的外部合作研究将是提高心理健康研究水平的必然趋势。另一

方面,活跃作者群的形成是一门学科研究成熟稳定的标志。没有

高产作者队伍,说明心理健康研究还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作

者队伍和研究选题离散性较大。心理健康研究只有在质与量并

重的指导思想下,才能打破当前量多质低的现状。

4. 2 � 心理健康研究领域应当提倡现状研究与因素研究兼行
当前心理健康现状研究多采用心理测验、问卷调查的方法,

调查问卷更多是研究者自行编制或直接引用国外量表, 实际上

应该结合我国民族文化、人格特征编制适合中国人特点的量表

来进行现状研究。心理健康测量的研究应该是与心理健康现状

调查研究成正比的,只有开展更多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研究, 才

有更科学的开展心理健康的现状调查分析。因此,共同加强心理

健康现状研究与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深层次地探究心理问题产

生的原因。

4. 3 � 心理健康研究对象应当普通群体与特殊群体研究同行

特殊群体往往是心理问题、心理疾病易发人群, 同时他们工

作、身份的特殊性,其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其他群体心理健康

的发展。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而教师不健

康的心态, 常常是造成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原因[ 4]。而负

性生活事件以及低水平的社会支持和利用度则易对军人的心理

健康造成损害,使军人产生较突出的心理问题[ 5]。因此, 特殊人

群心理健康研究也是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国心理健康研究论文在主流心理学学术刊物上发表数量

并不多, 论文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在研究对象上, 侧重大、中

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而对于小学儿童、幼儿以及中老年研究偏

少。研究力量的机构分布主要集中在高等师范院校和医科院校

及医院, 研究力量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合

作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健康研究的主要形式, 但主要是机构内部

合作, 外部合作缺乏。心理健康研究队伍正在形成过程中, 但是

并不稳定, 尤其是核心作者并未形成。本研究仅参考了 9 种期刊

上的心理健康研究论文, 还有众多期刊上的论文没有纳入研究

对象; 分析类目也没有对研究基金项目支持情况进行统计, 这是

后续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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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8页)了解心理调节的知识,学会缓解自身压力, 改变

周围环境,保持与朋友的沟通[ 13]。必要的时候可寻求专业人员

的帮助。

变性术牵涉面非常广泛, 它涉及到伦理、法律、道德、医学、

心理等等,因此我们要综合分析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使社会、家

庭、个人形成一个整体的网络, 帮助术后患者建立有效的心理应

对模式,使之加强患者的应对能力, 减轻不良的心理应激, 提高

其生活质量,促进患者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康复。同时, 还必须通

过多方面的努力, 针对不同的病人,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文化素

质,以医学及社会人文的精神理念, 给予正确的指引和支持, 完

成他们的性角色转换, 使之真正融入社会。我们呼吁社会各界

都来关心和理解他们, 尤其是法学界、心理学、伦理、医学、社会

学界共同研究和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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