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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延胡索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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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延胡索近 21年的研究热点及临床研究进展，分析其未来研究趋势，分别检索 2002年 1月 1日—2022年 12

月31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PubMed、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收录的延胡索研究相关的中英文学术期刊，用

Endnote X9进行数据整合、去重，用VOS viewer 1.6.18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延胡索 21年来中文文

献发表量呈波动上升趋势，英文文献发表量呈平稳上升趋势，总体数量方面中文文献多于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显示

延胡索主要研究内容以活性成分与质量研究为主，其次是药对配伍与组方制剂，再次是功效与临床应用。总体而言，延胡

索研究方向以药物评价和动物实验居多，而在临床应用与临床试验方面的研究较少，具有完善与深入挖掘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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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Corydalis Rhizoma in the past 21 years, and 

analyze its future research trends, th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Full Text Database (CNKI), 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Wanfang Data),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Database (VIP),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 Pubmed were searched from January 1, 2002 to December 31, 2022, respectively. And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core 

academic journals related to Corydalis Rhizoma research includ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WOS)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were 

integrated and deduplicated using endnote X9, and bibliometric and visual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using VOS viewer 1.6.18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ation volum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orydalis Rhizoma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over the past 21 years, while the publication volume of English literature has shown a steady upward trend. Overall, there are 

more Chinese literature than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 clustering shows that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of Corydalis Rhizoma 

currentl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quality, followed by drug pair compatibility and formulation, and the third is 

efficac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verall, the curre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Corydalis Rhizoma is mainly focused on drug evaluation 

and animal experiments, while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trials, which is necessary for 

improvement and explor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mor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linical trial research of Corydalis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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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胡 索 为 罂 粟 科 植 物 延 胡 索 Corydalis 

yanhusuo W. T. Wang的干燥块茎，又名元胡索、玄胡

索［1］，具有活血、行气、止痛的功效，是活血止痛的代

表中药，能行血中之气滞、气中之血滞，专治一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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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诸痛，临床上常用其与其他中药配伍治疗胸痹心

痛、胃痛、胁肋痛、痛经以及跌打损伤等痛证［2］。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延胡索中含有的活性成分具有镇

痛的功效［3-4］，临床研究亦表明延胡索在心脑血管疾

病、妇科疾病（如痛经、子宫平滑肌瘤）以及糖尿病

的治疗方面疗效显著［5-6］。延胡索的临床应用广泛，中

外研究较多，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融合文献学与数学、统计学

的综合学科［7］，可以实现定量分析文献，综合量化文

献的数量、质量及研究内容，实现已有研究的直观

化、可视化、数字化［8］，其高速发展与应用为研究者

从庞杂的文献中系统梳理某种药材的研究提供了

可靠的技术支持［9］。因而，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方

法，可视化分析延胡索的活性成分、质量研究、配伍

组方、制剂以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规律，以期从已

有文献中了解近 20多年以来延胡索的研究热点及

临床研究进展，分析其未来研究趋势，为其基础研究

和临床应用提供方向和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基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

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VIP）、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PubMed以及Web of Science（WOS）6个学术平台于

2002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收录的学术期

刊，检索延胡索相关文献，中文检索词为“延胡

索”“延胡”“元胡”“元胡索”“玄胡索”，英文检索词

为 “Corydalis Rhizoma”“Corydalis yanhusuo” 

 “yanhusuo”。将检索到的文献利用 Endnote X9 软

件 进 行 整 合 ，去 重 后 纳 入 最 终 文 献 并

以“RefMan （RIS） Export”格式导出备用。使用

Excel软件对文献年发文量进行分析，并分析延胡索

文献下载量和被引频次，探究延胡索的研究现状和

热点。利用 VOS viewer 1.6.18 软件进行数据清洗

及中、英关键词合并（如元胡合并为延胡索、HPLC

合并为高效液相色谱法等），然后进行文献计量和

可视化分析，包括中英文关键词频次和聚类分析、

叠加时间网络线、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密度等，探

寻延胡索的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

2　基于中文数据库的延胡索文献分析结果

2.1　文献筛选结果

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到关于延胡索的文献 738

篇，其中 CNKI 422 篇、万方数据库 214 篇、VIP 56

篇，CBM 46篇。以 Endnote格式导出并保存，排除

重复文献 64篇，会议、新闻等以及延胡索价格类、种

植方法等与医学、中药学明显不相关的文献 26篇，

最终得到648篇文献。

2.2　年度发文趋势分析

延胡索相关的中文文献年度发表量在 2002—

2022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2012年出现小高峰，达

45篇，然后呈下降趋势，2018年开始又呈上升趋势，

发表态势迅猛，超越 2012年的小高峰、达到 66篇，

见图1。

2.3　高下载文献分析

高下载文献能直接反映延胡索研究的主要方

向及进展，从下载量排名前 10的文献（表 1）中可以

看出，目前延胡索研究主要集中于质量研究和活性

成分研究，研究的热点与重点集中于中药活性成分

提取与质量评价。最高下载量的文献是发表于《中

草药》的“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研究：延胡索

质量评价及质量标准研究”［10］，该文明确了延胡索

化学成分的特异性、来源和其主要药效物质基础，

并最终确定了 7个生物碱作为质量标志物，为该品

种提取物的质量提供了参考标准。“延胡索化学成

分及镇痛作用机制研究进展”［11］在高下载量文献中

图 1　2002—2022年延胡索相关中文文献年度发表量

Fig.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Corydalis Rhizoma re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2002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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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年度最新（发表于 2020年），就延胡索的化学成

分及镇痛机制进行综述，发现延胡索有抗炎、调节

中枢神经、解痉等多种镇痛途径，其化学成分能缓

解多种疾病导致的疼痛，为延胡索的临床应用提供

了一定依据。

2.4　关键词分析

将在 Endnote X9 软件去除重复后的数据导入

VOS viewer 1.6.18 软 件 ，Type of analysis 选 择

Cooccurrence，共现频次阈值选择 3，合并关键词后

得到 124个关键词，其中共现的前 24个关键词见表

2。绘制关键词共现密度视图（图 2）、关键词共现聚

类网络图（图 3）、关键词叠加时间线视图（图 4），关

键词聚为 14 类、链接总数为 802、总链接强度为

753.5。

2.4.1　关键词频次和聚类分析 关键词能体现文

献的核心内容，共现的关键词能整体体现延胡索的

研究热点和方向，共现的前 24个关键词（表 2）中，出

现频次最多的除了“延胡索”外，还有“延胡索乙

素”“高效液相色谱法”“生物碱”“炮制”等延胡索活

性成分与质量研究方面的关键词，与高下载文献的

分析结果吻合。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元胡止

痛方”“当归”“黄芪”等药对配伍、组方制剂方面的

关键词，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抗炎”“糖尿病及并

发症”“痛经”“抗肿瘤”等功效与临床应用方面的关

键词。

在关键词共现密度图（图 2）中，1个色块代表 1

个关键词，色块远近反映关键词间的联系，距离越

近说明联系越紧密；颜色代表其出现的密度，颜色

越亮则出现密度越大。图 2 中颜色亮度较大的

为“延胡索”“延胡索乙素”“高效液相色谱”“生物

碱”，与关键词频次分析结果一致。

根据关键词得到共现聚类网络图（图 3），1个节

表 2　延胡索相关的中文关键词共现分析（前24）

Table 2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Chinese keywords related to Corydalis Rhizoma （top 24）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关键词

延胡索

延胡索乙素

高效液相色谱法

生物碱

炮制

元胡止痛方

当归

镇痛

定性定量分析

动物实验

网络药理学

心脑血管疾病

频次

285

195

  88

  62

  47

  43

  38

  32

  30

  30

  25

  22

连接强度

513

369

215

134

107

  92

  57

  68

  81

  52

  49

  38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关键词

指纹图谱

化学成分

抗炎

药动学

脱氢紫堇碱

黄芪

糖尿病及并发症

痛经

延胡索甲素

安全评价

氧化应激

抗肿瘤

频次

21

21

21

20

17

13

13

12

11

11

11

11

连接强度

63

50

37

43

62

26

22

25

42

24

23

21

表1　2002—2022年中文数据库延胡索相关高下载文献（前10篇）

Table 1　High-download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ese database Corydalis Rhizoma from 2002 to 2022 （top 1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文章题目

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研究：延胡索质量评价及质量标准研究

延胡索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质量控制研究进展

延胡索化学成分及镇痛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延胡索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延胡索活性部位入血成分的LC-MS/MS研究

延胡索药学研究进展

中药延胡索的化学成分与质量控制研究进展

延胡索化学成分研究

延胡索中生物碱成分的研究

延胡索物质基础研究

第一作者

张铁军，等

贺凯，等

张天龙，等

冯自立，等

程星烨，等

董庆海，等

王晓玲，等

吕子明，等

许翔鸿，等

杨鑫宝，等

文献出处

中草药

中草药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药学学报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时珍国医国药

中国中药杂志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中国中药杂志

发表年

2016

2007

2020

2018

2009

2019

2011

2012

2002

2014

下载次数

5 496

4 943

3353

3 086

2 294

2 132

2 101

2 049

2 002

1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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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代表 1个关键词，1个颜色代表 1个聚类，节点大

小与关键词出现频次呈正相关，连线的粗细代表关

键词之间的关联紧密程度。由图 3可见，延胡索的

研究热点中可分为 3个方面：（1）活性成分与质量研

究，（2）药对配伍与组方制剂，（3）功效与临床应用。

（1）活性成分与质量研究：“延胡索乙素”“延胡

索甲素”“脱氢紫堇碱”“延胡索丁素”“原阿片碱”等

生物碱是延胡索的主要活性物质，其中延胡索乙素

的研究最为丰富。延胡索乙素又称四氢巴马汀，具

有抗炎、抗凋亡、抗肿瘤、抗氧化、抗纤维化、镇静镇

图 2　延胡索相关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密度

Fig. 2　Co-occurrence density of keywords in relevant Chinese literature of Corydalis Rhizoma

图 3　延胡索相关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网络

Fig. 3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network of Corydalis Rhizoma re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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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等多种药理作用，现有研究涉及的通路主要包括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MAPK/

ERK）、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AMPK/

SIRT1）、蛋白激酶 B/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Akt/

eNOS）、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APK）等通

路［5，12-14］，干预的病种也越来越广泛，包括肝细胞癌、

痛风性关节炎、非酒精性脂肪肝等。在延胡索的质

量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延胡索活性成分的提取方

法，比较各种提取方法之间的质量差异，目前较为

公认的延胡索高质量提取方法是“高效液相色谱

法”，同时研究表明不同的炮制方法对延胡索的功

效也有影响，现在常用炮制方法仍以醋制、酒制居

多，酒制延胡索抗炎效果较醋制的效果更好，生品

在抗肿瘤方面更具优势［15］，在醋制、酒制、生品之间

的区别等还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2）药对配伍与组方制剂：延胡索的常用药对

配伍有“延胡索-当归”“延胡索-红花”“延胡索-黄

芪”，可知延胡索作为活血止痛药，常与补气养血类

中药配伍使用，共同达到补血、活血的作用。罗彦

龙等［16］研究发现延胡索与当归配伍中总生物碱的

含量高于延胡索中总生物碱的含量。在组方制剂

方面，延胡索组方研究最多的是“元胡止痛方”，具

有活血止痛、消炎等作用，其应用于临床的范围非

常广泛，常用剂型有“片剂”“颗粒”等，吴连科［17］研

究发现元胡止痛片可缓解痛经、神经痛等多种原发

性疼痛，并且不良反应较少。

（3）功效与临床应用：延胡索功效研究的结果

与传统医学一致，延胡索具有活血止痛、消炎、扩血

管等功效，同时具有抗肿瘤、抗心肌缺血等作

用［18-19］。延胡索的安全评价也是目前研究重点关注

的部分，包括延胡索的有效性、不良反应、毒性及安

全性研究等方面备受重视。丘志春等［20］研究发现

醋延胡索的镇痛效果优于净制延胡索。邵敬宝

等［21］通过小鼠急性毒性试验发现延胡索总生物碱

的半数致死剂量为 473.36 mg·kg−1，提示延胡索总生

物碱具有一定的毒性。

延胡索的临床应用研究可分为 4大聚类，主要

集中在心脑血管疾病（聚类A）、妇科疾病（聚类B、

C）、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聚类D）3个方面，4个聚类

见图 5～8。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图 5），罗麟梅

等［22］通过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延胡索乙素可通过增

加舒张期时间从而降低心率。

在妇科疾病方面（聚类B、C，图 6、7），与痛经相

关的研究（聚类B，图 6）最多，涉及的延胡索主要活

性成分为“延胡索乙素”和“延胡索酸水合酶”，主要

研究组方为“元胡止痛片”，可视化药对为“延胡索-

当归”和“延胡索-红花”，主要作用机制为延胡索的

活血止痛功能可改善子宫血流动力学，缓解痛经。

图 4　延胡索相关中文文献关键词叠加时间线

Fig. 4　Keyword superposition timeline of Corydalis Rhizoma re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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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旭霁等［23］通过分析痛经常用中成药组方规律，发

现其 2味药核心组合为“延胡索-当归”。同时许多

研究表明，延胡索酸水化酶（FH）基因缺陷可能与子

宫肌瘤的形成有关［24-27］。

在糖尿病及并发症方面（图 8），“延胡索乙

素”“生物碱”仍是主要活性物质，主要研究方法

为“网络药理学”和“动物实验”，主要药对“延胡索-

当归”“延胡索-黄芪”的巧妙配伍，实现了益气活血

及抗炎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效

果。程连芝等［14］研究发现延胡索乙素可能通过抑

制 p38 MAPK通路介导的小胶质细胞M1极化引起

的炎症反应从而缓解糖尿病大鼠的疼痛症状。周

昱等［28］研究发现延胡索能降低 2型糖尿病大鼠血清

中内皮素（ET）、血浆血栓素B2（TXB2），升高 6-酮-

前列腺素F1α（6-k-PGF1α），通过改善血液的高凝状

态以预防糖尿病血管疾病。

2.4.2　关键词叠加时间分析 关键词叠加时间线

视图（图 4）中不同颜色代表关键词出现的早晚，黄

色的关键词主要为 2020年以后出现的，代表近 2年

新出现的研究热点。由图 4可知，近 2年的研究多

聚焦于延胡索对糖尿病相关疾病和子宫平滑肌瘤、

肾细胞癌等肿瘤的影响，以及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究

治疗作用靶点，但研究对象多为含延胡索的药对和方剂。

3　基于英文数据库的延胡索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3.1　文献筛选结果

英文数据库中检索到关于延胡索的文献共 288

篇，其中 PubMed 197篇、WOS 91篇。以Endnote格

式导出并保存，排除重复文献 60篇，会议报道、新闻

报道以及延胡索价格类、种植方法等与医学、中药

学明显不相关的文献69篇，最终得到文献159篇。

3.2　年度发文趋势分析

最近 21年关于延胡索研究的英文文献年度发

表量整体较中文文献量少，且 2004年首次突破 0篇

图 5　聚类网络A：心血管疾病

Fig. 5　Clustering network 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图 7　聚类网络C：子宫肌瘤

Fig. 7　Cluster network C： uterine fibroids

图 6　聚类网络B：痛经

Fig. 6　Clustering network B： dysmenorrhea

图 8　聚类网络D：糖尿病及并发症

Fig. 8　Cluster network D： diabetes and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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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但其后对延胡索的研究文献数量呈总体上升

趋势，可见国外对延胡索的研究起步虽较国内稍

晚，但研究量也持续上升，见图9。

3.3　高频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的引用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学术

影响力［29］，高引用量文献所研究的内容可能提示未

来延胡索研究的热点方向。表 3为延胡索相关英文

文献被引频次前 5位的文献，这 5篇文献全部是关

于延胡索化学成分的研究，说明国外更专注于延胡

索的成分研究，且这 5篇文献的发表年份总体较早，

表明国外很早就开始关注延胡索的疗效，前期对延

胡索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

3.4　关键词热点聚类分析

合并关键词后，共现频次阈值选择 3，得到 108

个关键词，由于英文文献数量较少，故仅绘制关键

词共现聚类视图，关键词聚为 7 类，链接总数为

1 046，总链接强度为 1 741。出现频次前 20的英文

关键词及其连接强度见表 4。与中文研究相似，“四

氢巴马汀（tetrahydropalmatine）”“高效液相色谱法”

也是延胡索活性成分研究的热点，对其药理作用的

关注集中在细胞凋亡（apoptosis）、镇痛与抗炎。对

延胡索研究的开展仍以动物实验为多。与国内不

同的是，国外更注重药动学（pharmacokinetics）的研

究，并且十分关注促动力剂da-9701。

延胡索英文关键词共现聚类见图 10，1个节点

代表 1个关键词，1个颜色代表 1个聚类，节点大小

与关键词出现频次呈正相关，连线的粗细代表关键

词之间的关联紧密程度。

表 3　2002—2022年英文数据库延胡索相关高频被引文献（前5篇）

Table 3　High-frequency cited literatures related to Corydalis Rhizoma in English database from 2002 to 2022 （top 5）

排名

1

2

3

4

5

文章题目

Determination of DL-tetrahydropalmatine in Corydalis yanhusuo by L-tetrahydro-

  palmatine imprinted monolithic column coupling with reversed-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Biologically active isoquinoline alkaloids with drug-like properties from the genus 

  Corydal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en alkaloi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rydalis yanhusuo WT Wang by LC-MS/MS and LC-DAD

Systematic scree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ertiary and quaternary alkaloids from 

  Corydalis yanhusuo W.T. Wang using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quadrupole-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Screening of antinociceptive components in Corydalis yanhusuo W T Wang by 

  comprehensive two-dimensional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作者

Ou J J

Iranshahy

 M

Ding B

Zhang J

Wang C

文献出处

J Chromatogr 

A

RSC Adv

J Pharm 

Biomed Anal

Talanta

Anal Bioanal 

Chem

年份

2006

2014

2007

2009

2010

引用

次数

112

  96

  96

  78

  66

图 9　2002—2022年延胡索相关英文文献年度发表量

Fig. 9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Corydalis Rhizoma related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2002 to 2022

··1412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第46卷 第7期  2023年7月 Vol. 46 No. 7 July 2023

3.4.1　延胡索的活性成分分析 结合表 4和英文关

键词共现聚类图（图 10），延胡索活性成分的研究热

点主要是生物碱，其中四氢巴马汀在关键词出现频

次中排名仅在“延胡索”之后，位列第 2，可见其重要

性与中文研究相当。

3.4.2　延胡索的药理作用及药动学分析 除抗炎、

镇痛、细胞凋亡等药理作用外，延胡索还能抑制血

管生成，Wan等［30］发现延胡索生物碱提取物是新型

的低毒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VEGFR2）抑制

剂，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诱导的信

号通路来限制血管生成，可能作为有前途的抗血管

生成候选药物。药动学研究方面，对延胡索提取物

的研究仍然有限，未来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现

有研究的用药形式主要包括口服、腹腔注射、透皮

贴剂 3种。Wang等［31］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检测神阙穴给予延胡索总生物碱透皮贴

剂（CTTP）后大鼠血浆及各组织中有效成分的浓

度。结果表明，与非穴位给药相比，神阙穴给药后

表 4　延胡索相关的英文关键词共现分析（前20位）

Table 4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English keywords related to Corydalis Rhizoma （top 2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yanhusuo

tetrahydropalmatine

alkaloids

extract

apoptosis

rats

mass-spectrometry

dehydrocorydaline

HPLC

prokinetic agent

频次

77

43

42

24

18

18

17

16

13

12

连接强度

224

134

149

  79

  58

  57

  56

  47

  48

  35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pharmacokinetics

da-9701

pain

functional dyspepsia

mechanisms

activation

separation

neuropathic pain

inhibition

inflammation

频次

11

11

  9

  9

  9

  9

  8

  8

  7

  6

连接强度

43

30

30

27

27

24

29

28

24

20

图10　延胡索相关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网络

Fig. 10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network of Corydalis Rhizoma related English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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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TTP可迅速将足够的药物输送到大鼠血液中，

并在更长时间内维持有效血浆水平，且 CTTP通过

神阙穴给药有效到达肝脏，显示出组织选择性。

3.4.3　延胡索的临床应用分析 功能性消化不

良（functional dyspepsia）的出现频次排名 14，可视为

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热点。功能性消化不良与 da-

9701紧密相关，da-9701是新型促动力剂，由牵牛子

和延胡索组成，目前对其研究多围绕功能性消化不

良、术后肠梗阻、阿片类药物引起的肠功能障碍、微

小病变性食管炎、功能性便秘等消化系统疾病，但

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关注度最高。Jin等［32］发现多

项临床研究结果提示 da-9701有益于改善功能性消

化不良患者的症状和胃肠功能，同时与传统药物相

比显示出更好的安全性。Hussain等［33］通过豚鼠实

验发现 da-9701 显著增加了回肠肌肉的收缩幅度，

在豚鼠阿片类药物诱导的肠功能障碍（OIBD）模型

中恢复了延迟的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传输，表明 da-

9701具有治疗炎症性肠病的潜力。

4　结语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整理了 2002—

2022 年延胡索相关的中英文研究文献，结合 VOS 

viewer软件，运用数据可视化分析方法，直观地展现

了延胡索的现有研究成果以及当前的研究热点，得

出以下5点结论。

（1）年度文献发表趋势分析：从最近 21年文献

年度发表量来看，中外研究延胡索数量趋升，是较

热门中药。国内文献发表量整体较国外多，且对延

胡索的研究开始时间更早，可见国外较国内对延胡

索这味中药的关注和研究更为滞后，但也处于逐年

上升的趋势。

（2）高下载文献、高频被引文献分析：不论国

内、国外，延胡索的研究热点均集中在其活性成分，

国外对延胡索活性成分的研究开展得更早、更全

面，而国内更侧重延胡索活性成分的质量控制与评

价研究。

（3）关键词频次与共现聚类网络分析：从研究

内容来看，中文研究侧重于延胡索的本草考证、药

对配伍与组方制剂，从传统医学理论出发，与现代

研究手段相结合，从宏观上探索延胡索的作用机

制，对比研究含延胡索的经验组方，以及如何通过

药对配伍实现延胡索功效的最大化、多样化，临床

应用以镇痛为主要功效，多用于各种痛症；英文研

究侧重于延胡索的药理作用与药动学，从分子水平

出发，从微观上研究延胡索各种活性成分之间的功

效异同，以及不同给药途径产生的功效异同，临床

应用研究更全面广泛。

（4）关键词叠加时间分析：21年来，延胡索相关

研究热点逐渐由延胡索的炮制、生物碱的提取与质

量研究过渡到延胡索应用于相关疾病的治疗。“延

胡索-当归”药对治疗糖尿病相关疾病和抗肿瘤是目

前延胡索治疗疾病研究的热点内容。

（5）3大热点问题：①不论国内、国外，目前延胡

索的研究热点仍然侧重于临床药学研究，以活性成

分的提取方法为主，高效液相色谱法仍是提取延胡

索活性成分的常用方法。②对于延胡索的质量评

价是国内研究的热点，包括延胡索的功效、不良反

应、毒性及安全性研究。③对于延胡索活性成分的

药理作用及药动学研究是国外的热点。

4.2　建议与展望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延胡索 21年的研究中，成

果丰硕的同时也存在相对不足。（1）从现有的中文

文献分析，延胡索的配伍及组方制剂较为集中与单

一，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从现有的英文文献

分析，延胡索的活性成分丰富、功效多样，临床应用

具有拓展的可能性，分子水平上的研究仍具有可观

的挖掘空间；（3）从现有的中、英文文献综合分析，

对延胡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层面，包括活性成

分、质量评价、动物实验等，临床应用研究得较少，

未来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贯穿临床与基础，结合

临床试验，将基础研究成果回馈到临床应用中，开

展更多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以支持延胡索基础研

究，提高其疗效的可信度；（4）此外，国内外现有实

验研究多集中在单体延胡索乙素，对于延胡索中的

其他单体、延胡索中药及含延胡索的复方研究较

少，未来可运用中医思维，结合现代系统生物学等

手段，解码延胡索中药或复方的多靶点、多组分、多

通路的药理机制与临床应用。

本研究通过对 21年来延胡索相关的国内外文

献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直观展示延胡索的研究现

状、研究热点，但仍有局限性，如在纳入文献时由于

延胡索相关文献数量过于庞大，中英文均只纳入医

药卫生相关的期刊，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完

善，更全面、细致地分析延胡索相关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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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