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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黄芩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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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黄芩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直观的数据参考依据和相关建议，检索 2000年 1月 1日—

2022年 6月 30日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生物医学数据库（VIP）、中国生物

医学文献数据库（CBM）、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以及 PubMed医学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关于黄芩的文献，通过

VOS viewer软件呈现可视化图谱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22年来黄芩发文量呈波动上升趋势；中英文关键词聚类分

析显示，目前对黄芩的研究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为主；关键词叠加时间可视化图谱显示黄芩-黄连药对治疗 2

型糖尿病、黄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有关黄芩的研究前沿内容；网络药理学与分子对接技术是探究药效

物质基础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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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Scutellariae Radix, and provide intuitive data reference

and related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the literature on Scutellariae Radix in Wanfang Database ( Wanfang Data ), China

Academic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CNKI), VIP Biomedical Database (VIP), China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 Web

of Science (WOS) database and PubMed medical literature retrieval service system from January 1, 2000 to June 30, 2022 were

searched. Bibliometr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presenting a visual map through VOS viewer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of Scutellariae Radix increased with fluctuation in 22 years. Cluster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keyword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cutellariae Radix was mainly based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visualization map of keyword superposition time showed that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y Scutellariae Radix-Coptidis Rhizoma drug pair and the treatmen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by

Scutellariae Radix were the research frontiers of Scutellariae Radix.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 technology are

new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harmacodynamic materi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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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芩 为 唇 形 科 黄 芩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的干燥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我国常用

大宗药材，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的

功效，在中医临床上用于治疗咳嗽、感冒、发热等多

种疾病；药理研究显示其在抗炎［1］、抗菌［2］、抗肿

瘤［3］、保护神经［4］等方面效果显著。黄芩是黄芩汤、

干姜黄芩黄连汤等方剂的君药或臣药，在方剂中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中成药小柴胡颗粒［5］、葛

根芩连片［6］、复方黄芩片［7］等中成药的核心用药。

现代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是黄芩的主要成分，包

括黄芩苷［8］、黄芩素［8-9］、汉黄芩苷［10］等。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推进，我国文献计量学的

研究和应用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通过对某研究方

向的文献计量分析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

热点及研究趋势成为近年来文献计量学研究增长

最快的研究主题［11-12］。VOS viewer软件主要基于关

联强度的算法，选取文本中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

析，通过高频关键词来反映学科的研究主题，适用

于对学科主题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呈现，且软件

操作简单，适用于绘制数据量大的情况［13］。目前已

有学者采用文献计量学结合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各

个领域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探究其研究热点和发

展趋势，但是尚未有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对黄芩的

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采用

文献计量学方法，全面检索中英文数据库，结合

VOS viewer可视化分析系软件，对黄芩的现有研究

成果进行归纳分析，探讨当前的研究热点，以期为

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以 黄 芩 为 中 文 关 键 词 ，以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为英文关键词，检索时限为 2000

年 1月 1日—2022年 6月 30日，全面检索万方数据

库（Wanfang Data）、中 国 学 术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CNKI）、维普生物医学数据库（VIP）、中国生物

医学文献数据库（CBM）、Web of Science（WOS）数

据库以及PubMed医学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黄芩相

关文献，结合 Endnote查找重复文献功能和手动去

除数据库中的重复文献以及与医学、中医药类不相

关的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结合EndNote

X9、VOS viewer 1.6.17.6软件对黄芩中文文献研究

内容进行分析，包括文献的年度发文量、被引频次、

下载量，通过分析黄芩文献被引频次和下载量来探

究黄芩的研究现状和热点；同时对中、英文文献的

关键词进行分析统计，包括中英文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中文关键词叠加时间网络图，探究黄芩的研究

热点及研究前沿。

2 基于中文数据库的黄芩文献分析结果

2.1 文献筛选结果

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到关于黄芩的文献，共得到

31 652 篇，其中万方数据库 17 413 篇，CNKI 2 945

篇，VIP 10 484篇，CBM 810篇。以 Endnote格式导

出并保存，排除重复文献 13 644篇，会议、新闻等以

及黄芩价格类、黄芩种植方法等与医学、中药学明

显 不 相 关 的 文 献 7 719 篇 ，最 终 得 到 文 献

10 289篇。

2.2 年度发文量趋势分析

为直观展现出黄芩研究的中文文献年度发文

数量的变化，对纳入的 10 289篇中文文献进行统计

分析，见图 1。2000—2022年这 22年来黄芩相关领

域的中文文献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主要分为

4个阶段：（1）2000—2008年，年度发文量总体呈上

升趋势，这 9年间年均发文量 334.2篇，在 2008年达

到峰值 574篇，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对黄芩的研究

得到快速的发展，整体上处于上升的阶段；（2）2009—

2016年，文献年均发文量为 554.8篇，总体上波动较

小，但年均发文量较第一阶段仍有所增加，表明在

此阶段对黄芩的研究关注度并未减少；（3）2017—

2021年，关于黄芩的文献呈波动下降趋势，说明该

时期对于黄芩研究热度稍有降低，可能是前期对黄

芩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4）2022年的发文量明显

上升，说明对黄芩的研究和关注度又有所增加。

2.3 高被引频次文献分析

以黄芩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选取被引频次前 10

的文献，见表1。这10篇文献全部是关于黄芩的化

图 1 2000—2022年黄芩相关的中文文献年度发文量

Fig. 1 Annual publications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re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200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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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说明黄芩的化学成分和

药理作用可能是研究的热点。被引频次最高的文

献是发表于《中成药》的“黄芩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

用研究”［14］，该文献被引次数为 753次，受到学者的

广泛关注，该文不仅综述了黄芩中含有 40余种黄酮

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挥发油、微量元素和多糖等

成分，还总结了黄芩具有解热抗炎、抗氧化、抗肿

瘤、抗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神经元、调节免疫等药

理作用，为黄芩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提供依据。

2.4 关键词分析

文献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献主题和内容的高度

概括［15］，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有关联的关键词，

即为关键词共现的关系，关键词共现次数多少则可

以表示它们的亲疏关系［16］，关键词共现网络则是体

现一个领域研究焦点及联系［17］。关键词连接强度

越高，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18］。将符合纳入

标准的 10 289 篇文献进行整理，合并同义词，如

将“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合并为“高效液相色

谱法”，“抗炎”“抗炎活性”“抗炎作用”合并为“抗

炎”等，将整理好的文献数据以 Endnote 形式导入

VOS viewer 软 件 中 ，Type of analysis 选 择 Co-

occurrence，共现频次阈值选择 10，共得到关键词

200个，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见图2。

2.4.1 关键词频次和聚类分析 关键词出现频次

由高至低的前 20个关键词及其连接强度见表 2，连

接强度指代的是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总的共现次

数。根据关联强度公式 Sij=Cij/WiWj（其中 Cij为关键

词 i和 j共现的总次数，Wi和Wj指关键词 i和 j各自出

现的总次数，Sij表示关键词 i和 j的相似度）可展现图

谱中关键词之间的关联［19］。发现与黄芩联系紧密

的关键词主要为化学成分、检测方法、配伍、药理作

用等几类。根据关键词得到的共现网络图见图 2。

节点形状越大表明出现频次越高，节点之间连线越

粗表明二者联系越紧密［20］。根据关键词的颜色及

类型将筛选出的关键词分为4个大聚类。

（1）大聚类 1：黄芩主要化学成分研究（图 3）。

该大聚类分为 3个小聚类，小聚类 a：黄芩的主要化

学成分；小聚类 b：有效成分的检测方法；小聚类 c：

不同品种的黄芩。在小聚类 a中，黄芩苷、黄芩素等

黄芩化学成分的节点较大，说明黄芩化学成分关键

词出现频次较多，受关注度较高并成为热点之一。

黄芩苷（741）、黄芩素（199）、汉黄芩素（99）和汉黄

芩苷（82）出现频次分别位列第 2、第 4、第 9和第 13，

说明这 4个成分受关注度较高，研究表明这些成分

可能是黄芩中主要有效成分［21］。小聚类 b是黄芩有

效 成 分 的 检 测 方 法 ，图 中 包 括 高 效 液 相 色

谱（HPLC）法、紫外分光光度法等。HPLC法出现频

次为 455，位列第 2位，是过去 20年间使用率最高的

检测方法，常应用于指纹图谱、含量测定［22-23］。紫外

分光光度法被广泛应用于中药学、生物医学以及化

工等领域，可对物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24］。小聚

类 c是不同品种黄芩，图中显示有粘毛黄芩、缙云黄

芩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黄芩中有效成分含量不

同［25］，不同地域土壤成分是药材有效成分的关键影

响因素［26］。

（2）大聚类 2：黄芩的药理作用（图 4），显示黄芩

具有抗炎［27］、抗菌［28］、抗肿瘤［29］等药理作用。在中

医药理论中黄芩具有清热燥湿、解毒的功效，被誉

为“中药抗生素”。

（3）大聚类 3：黄芩用于治疗的疾病（图 5）。该

大聚类包括两个小聚类，小聚类 d：黄芩用于治疗的

疾病；小聚类 e：含有黄芩的中药方剂。在小聚类 d

表 1 2000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黄芩相关的中文文献被引频次 top 10

Table 1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cited frequency top 10 from January 1，2000 to June 3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论文题目

黄芩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黄芩苷的抗炎机理

中药黄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研究进展

黄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研究进展

黄芩中黄酮类化合物药理学作用研究进展

黄芩苷药理作用研究新进展

黄芩体外抑菌作用研究

黄芩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学研究进展

黄芩苷的研究近况

黄芩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作者

郑勇凤，等

侯艳宁

王雅芳，等

徐玉田

梁英，等

文敏，等

刘云波

张曦，等

张建春，等

张瑜，等

文献出处

中成药

药学学报

中华中医药学刊

光明中医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时珍国医国药

天津药学

时珍国医国药

医学综述

发表时间

2016

2000

2015

2010

2003

2008

2002

2000

2005

2013

被引频次

753

432

301

249

243

209

193

186

184

17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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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有 2 型糖尿病［ 30］、溃疡性结肠炎［ 31］、痤

疮［ 32］等疾病，表明中医临床中黄芩用于治疗这

些疾病。在小聚类 e 中显示有黄芩汤、半夏泻

心汤、葛根黄芩黄连汤等，表明黄芩在这些方

剂中起主要作用。

（4）大聚类 4：黄芩配伍应用相关研究（图 6）。

在图中，与黄芩配伍的药对有黄连、大黄、金银花

等，黄连、柴胡节点相对较大，出现频次最多。黄芩-

黄连药对是中医治疗糖尿病的常用药对［33-34］；柴胡

与黄芩配伍用于解热抗炎［35-36］，也用于防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COVID-19）［37］。

2.4.2 关键词叠加时间分析 关键词叠加时间的

可视化图谱见图 7，其中“网络药理学”“2 型糖尿

病”“COVID-19”等颜色较浅，是黄芩的研究前沿

内容。

图 8（A）是 2型糖尿病的局部网络图，图中“2型

糖尿病”与“黄连”等节点联系紧密，表明黄芩-黄连

药对治疗 2 型糖尿病是新兴热点之一。“网络药理

学”“氧化应激”“分子对接”“网络药理学”“葛根芩

连汤”是 2型糖尿病研究的前沿内容。黄芩素可以

缓解 2型糖尿病肾组织氧化应激［38］；葛根芩连汤可

改善 2型糖尿病小鼠体内葡萄糖稳态，进而起到缓

图 2 黄芩关键词热点的4大聚类

Fig. 2 Four large clusters of S. baicalensis keywords hot spots

表 2 黄芩相关的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

Table 2 Co-occurrence analysis results of keywords related to S. baicalensi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黄芩

黄芩苷

高效液相色谱法

黄芩素

含量测定

指纹图谱

网络药理学

黄连

汉黄芩素

柴胡

频次

2 012

741

455

199

184

127

127

126

99

91

连接强度

3 455

1 672

1 024

608

446

318

244

356

446

233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化学成分

黄芩汤

汉黄芩苷

薄层色谱法

药理作用

大黄

质量标准

金银花

溃疡性结肠炎

黄酮类化合物

频次

90

88

82

78

78

76

67

60

57

53

连接强度

185

107

421

224

206

224

192

196

8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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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用［39］；网络药理学与分子对接技术对药效物质

基础进行探究是新兴手段［37］。

图 8（B）是 COVID-19 的局部网络图，图中“柴

胡”“大黄”是与其联系紧密的配伍中药，协同使用

可起到治疗COVID-19的作用［40-41］。网络药理学与

分子对接技术在探究治疗COVID-19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42］。

3 基于英文数据库的黄芩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3.1 文献筛选结果

以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为关键词，以

2000年 1月 1日—2022年 6月 30日为检索时间，检

索 WOS 数据库，包括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KCI-Korean Journal Database 数 据 库 、Medline、

SciELO Citation Indix 数据库，以及 PubMed 数据库

中关于黄芩的文献。共检索到 2 809篇文献，其中

WOS数据库检索到得到文献 1 816篇，PubMed数据

库检索到文献 706篇，排除重复发表的文献 1 063篇

和与中医药不相关的文献 319 篇，最终纳入文献

1 140篇，将这些文献经Endnote软件处理过后导入

VOS viewer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

3.2 关键词热点聚类分析

运用 VOS viewer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聚

类分析，合并相似关键词，关键词共现频次选择 10，

得到 91 个关键词，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图 9）。

关键词出现频次由高至低的前 10个关键词及其连

接强度见表3。

3.2.1 黄芩的化学成分分析 其中黄芩苷（217）、

黄芩素（153）汉黄芩素（122）等黄酮物质是黄芩的

主要活性物质。

3.2.2 黄芩的药理作用分析 根据分析显示黄芩

具有抗氧化、抗炎等药理作用。Li等［43］通过实验研

究发现黄芩素可能通过促进AhR/IL-22通路来降低

肠道通透性、恢复结肠紧密连接，从而达到抗溃疡

性结肠炎的疗效。

3.2.3 黄芩的临床应用分析 图中显示阿尔茨海

默病、癌症、帕金森病、肝损伤等疾病与黄芩联系紧

密，表明在中医临床上黄芩用于治疗这些疾病。

Heo等［44］通过小鼠实验发现黄芩在 Ibo模型中具有

图 3 关键词热点的大聚类1

Fig. 3 Large cluster one of keywords hot spots 图 6 关键词热点的大聚类4

Fig. 6 Large cluster four of keywords hot spots

图 5 关键词热点的大聚类3

Fig. 5 Large cluster three of keywords hot spots

图 4 关键词热点的大聚类2

Fig. 4 Large cluster two of keywords hot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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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神经保护作用，表明黄芩具有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的潜力。Yu等［45］通过研究发现黄芩素可以调

节宫颈癌 HeLa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从而达到抗宫

颈癌的作用。

4 结语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结合VOS viewer

软件分析黄芩 22年间的文献，运用数据可视化分析

方法，直观地展现了黄芩的现有研究成果以及当前

的研究热点，得出以下结论。

（1）关键词分析发现，中、英文文献均以黄芩的

黄酮类成分研究比较多，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苷

出现频次较高，可见黄酮类成分普遍受学者关注，

但其他类成分出现频次偏少。（2）根据关键词叠加

时间网络图发现，黄芩-黄连药对治疗 2型糖尿病、

黄芩治疗COVID-19是目前黄芩治疗疾病研究的热

点内容。（3）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技术是在探究药

物治疗疾病作用机制的新型手段，为中药药效物质

基础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4）在本次统计

分析过程中发现中英文文献中均有部分研究黄芩

图 7 黄芩相关的中文文献关键词叠加时间可视化分析

Fig. 7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S. baicalensis keywords superposition time visualization

图 8 黄芩治疗2型糖尿病（A）、COVID-19（B）的局部网络图

Fig. 8 Local network diagram of S. baicalensis treatment type 2 diabetes（A），COVID-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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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伍联合治疗疾病以及含有黄芩的方剂治疗疾病

有关，表明学者对黄芩的研究目前已是单药-药对-

方剂的多层次研究开发。（5）在对黄芩的研究技术

手段方面，高效液相色谱法、液质联用技术、薄层色

谱法是对黄芩化学成分研究及其含量测定的常用

方法，均是针对黄芩脂溶性或水溶性成分的研究，

对黄芩挥发性成分研究颇少。

4.2 建议及展望

本研究针对黄芩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黄芩在医药方面的研究涵盖面较广，但仍

有一些不足之处：（1）对黄芩的有效成分研究较为

局限，目前多以黄酮类化合物为主，建议扩展黄芩

中其他类有效成分的研究；（2）对黄芩的入药部位，

目前多以黄芩的根部为主要研究对象，建议增加其

他非药用部位研究，提升整体植物的药用价值；（3）

本研究发现对黄芩的研究包括了单味药、中药药

对、中药方剂，但对含有黄芩的中成药研究较少，中

成药作为日常常用药品类型，其药效物质基础、作

用机制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值得深入研究；（4）网

络药理学与分子对接技术是新兴的研究黄芩治疗

疾病作用机制的手段，该方法可以扩展应用到含有

黄芩的中药复方及中成药中，揭示药物治疗疾病的

作用机制；（5）黄芩作为清热药，具有抗炎、抗病毒

的药理作用，黄芩在治疗COVID-19有显著优势，黄

芩与其他药物配伍联合治疗COVID-19也是值得深

入探索的一个方面；（6）目前针对黄芩多以液体性

成分进行研究，对挥发性成分关注度较少，后续研

究可针对黄芩挥发性成分，可能成为黄芩领域新的

研究方向。

本研究通过对 22年的黄芩中英文文献进行梳

理，直观展现黄芩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但仍有部

分局限性，比如关键词纳入方面，关于黄芩植物菌

群、组织培养等方面关键词未纳入，在后续的研究

中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整理研究，使得对黄芩的研

究更为全面。英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有关黄芩研

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导致关键词热点聚类分析不够

表 3 黄芩相关的英文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English keywords related to S. baicalensis

序号

1

2

3

4

5

关键词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baicalin

baicalein

flavonoids

apoptosis

频次

378

217

153

132

128

连接强度

1 369

933

607

546

625

序号

6

7

8

9

10

关键词

wogonin

activation

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inhibition

频次

122

69

67

61

54

连接强度

631

296

307

298

290

图 9 黄芩相关的英文文献关键词热点聚类分析

Fig. 9 Hot spot clustering analysis chart of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s related to S. baicale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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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说明黄芩药用研究未得到国际学者的重视。

利益冲突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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