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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统计看红景天的研究状况

张辉，王桂清

(沈阳药科大学，辽宁沈阳110016)

红景天系景天科红景天属(Rhodioda L．)植物，为多年

生草本或亚灌木植物，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喜马拉雅山区、

亚洲西北部和北美洲，海拔在1 600～4 000 m“1。全世界有

红景天植物96种，我国有73种，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华

中、华北及东北，尤以云南、四川及西藏高寒地区种类最多，

其中西藏产32种，2个变种，四川省有22种[2]。

对红景天资源研究与应用较早的国家是前苏联。20世

纪60年代研究证实红景天的免疫补益作用强于人参、刺五

加，服用后无人参燥热、不宜久服及刺五加易引起便秘的缺

点，无不良反应及成瘾性。我国对红景天的开发始于20世纪

80年代初，广大科研工作者对红景天的生理、生态、栽培、药

理、化学成分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嘲。本文将我国在1998--2003年发表的有关红景天文

献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研究的现状及研究的热点及

难点，同时将不同来源的文献进行对比分析。

1资料来源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与3种检索刊物《中国药学文

摘》《中文科技资料目录·中草药》《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

药卫生》(以下分别简称《数据库》《药学文摘》《中草药》《医药

卫生》)是读者查找药学文献不可缺少的工具。检索1998～

2003年发表有关红景天的文献。在3种检索刊物中，都以主

题索引作为检索入口，检索红景天和红景天属及其相关的红

景天复方、红景天苷(红景天素、毛柳苷)、红景天根(还阳

草)、诺迪康所有文献。在《数据库》中，用红景天作为检索词，

以任意字段作为检索入口进行检索。

2结粜与分析

2．1 文献数量及年代分布：1998 2003年，从《数据库》《药

学文摘》《中草药》和《医药卫生》中检索与红景天有关的文献

(篇)及年代分布，结果见表1。

从表1可见，1998 2001年无论是从《数据库》或是《药

学文摘》和《中草药》检索期刊得到的红景天文献的数量都保

持在一个平稳阶段，2002--2003年文献数量都出现了较快

速增加，表明红景天的科学研究叉受到重视。《医药卫生》对

红景天文献的收录逐年快速增加，文献总量接近《药学文

摘》。《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总量占有绝对优势，《中草药》收录

的文献总量是《药学文摘》和《医药卫生》的2倍之多，《中草

药》是手工检索中药文献的首选刊物。

2．2文献学科分布：在3种检索刊物和《数据库》中得到的

文献进行学科分类，学科分类以《中草药》的分类类目为依

据，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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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数据库》／篇占文献总量／蹦(药学文摘》／篇占文献总量／％《中草药》／篇占文献总量／％《医药卫生》／篇占文献总量／％

由表2可知，近年来对红景天的研究重点在药理学方

面，文献数量达40％以上。从《数据库》1 62篇文献统计研究

表明红景天具有多种药理作用：提高和改善抗各种高原反应

能力的文献占46篇，特别是2001--2003年发表文献44篇，

居研究的首位，成为当今其药理学研究的热点}抗缺氧、抗疲

劳、抗衰老，一直受到人们关注，有42篇相关的研究文献}抗

肝、肾间质纤维化，保护器官损伤，相关文献22篇，预防和治

疗心血管疾病．药理学研究文献19篇；此外还具有提高机体

免疫能力、抗肿瘤、抗辐射、抗病毒、提高记忆力和防治老年

痴呆、降血糖和改善蛋白质、脂肪代谢等药理作用。中药药剂

学的文献数量最少。

《数据库》在治疗应用方面文献所占比例(15．10蹦)高于

3种检索刊物(均小于9．50)。《药学文摘》在中药化学方面的

文献所占比例是4者中的最高(27．35％)，表明《药学文摘》

侧重药物化学文献的收录。《中草药》收录的文献重点在中药

材(15．54％)高于其他。《医药卫生》在药理学方面的文献比

例为69．72％，明显高于《数据库》《药学文摘》和《中草药》(小

于50．00％)，表明《医药卫生》收录的文献侧重于医学。

3结论

《数据库》收录期刊种类虽多，但不能包罗万象。3种检索

刊物收录的期刊种类涵盖情况表明各具特色，相互补充。《中

草药》是检索中药学文献的首选检索刊物。任何一种数据库

或检索期刊都具有各自的特色，提高文献的查全率和准确率

不能单一使用一种数据库或检索期刊．根据检索文献的内

容，以一种数据库或检索期刊为主，联合使用多种相关的数

据库和检索期刊，以免漏检。

研究表明红景天具有多种药理学活性，毒理学研究证

明“1长期服用无不蛊反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医药、

保健品和食品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资源不断地被开

发和大量使用。但红景天资源匮乏是当今急需解决的问题。

利用生物技术手段是解决自然资源不断匮乏的重要途径之

一。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红景天叶片诱导再生植株进行研究，

成功得到丛生苗，成为快速繁殖的良好途径“]。利用生物技

术方法进行红景天细胞组织或毛状根培养，如何提高培养物

中红景天苷等有效成分是解决红景天资源匮乏的难点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红景天有诸多的药理作用，将有广阔开发和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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