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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注射液近40年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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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可视化图谱客观、定量分析参附注射液的研究现状和热点方向，为今后深入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指导。

方法  分别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VIP）、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从建库至 2023年 5月 6日收录的参附注射液研究文献，采用人工阅读的方法完成文献数据除重和筛选，使

用CiteSpace软件对研究国家、机构和作者合作情况系统分析，绘成关键词共现图、聚类图和突现性分析图。结果  经删选

后纳入中文文献 3 456篇、英文文献 159篇，年发文量均呈波动型。中国为频数最大且中心性最高的国家。对中文文献分析

发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是频数最高的机构；李春盛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频数最高的关键词为“心力衰竭”；中心性最大

的关键词是“临床疗效”；产生了 10个聚类，大致分为 5个方面；突现词有 15个，其中“脓毒症”的突现性最高。对英文

文献分析发现：Capital Med Univ（首都医科大学）是频数最大、中心性最高的机构；Li Chunsheng（李春盛）是发文量最

多的作者；Shenfu Injection（参附注射液）是频数最大、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生成了 8个聚类；突现词有 17个，其中

cardiac arrest（心脏骤停）突现性最高。结论  参附注射液主要适应证为心力衰竭、脓毒症、心脏骤停和重症肺炎等，主要

药理作用为抗炎、抗凋亡、改善氧化应激和免疫功能等，主要研究方法为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和大小鼠动物实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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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Shenfu Injection related research in past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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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jec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 spots of Shenfu Injection by visual atlas,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Methods  The literature on Shenfu Injection 

included i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databases from CNKI, VIP, Wanfang Data and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o May 6, 2023 were searched respectively. Manual reading was used to complete the reclassification and screening of 

literature data.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countries,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and draw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cluster map and emergence analysis map. Results  After deletion, 3 456 Chinese 

and 159 English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fluctuated. China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frequency and highest centrality.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owed that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as the 

most frequent institution. Li Chunsheng was the author with the most publications. The keyword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was 

"heart failure". The key word with the greatest centrality was "clinical effect". Ten clusters were generated, which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ive aspects. There were 15 emergent words, among which "sepsis" was the most emergent. The analysis of English 

literature showed that Capital Med Univ was the institution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and the highest centrality. Li Chunsheng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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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who published the most articles. Shenfu Injection was the key word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Eight 

clusters were generated. There were 17 sudden words, and cardiac arrest had the highest sudden expression. Conclusion  The main 

adaptive diseases of Shenfu Injection were heart failure, sepsis, cardiac arrest and severe pneumonia, etc. The ma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Shenfu Injection were anti-inflammatory, anti-apoptosis, improvement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immune function, etc.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were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and animal experiments in rats and mice.

Key words: Shenfu Injection; heart failure; apoptosis; CiteSpace; related diseases; research hot spot

参附注射液是由《校注妇人良方·卷九》所载的

古方参附汤（人参、附子）经现代工艺提取制备而

来［1］，具有温阳益气、救逆固脱之功，主治阳虚及厥

脱诸证［2］。可用于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

免疫系统、泌尿系统和神经系统等［3］，尤以心脑血管

系统疾病为主［4-6］。目前对其研究零散繁杂，包括药

理学研究、作用机制分析、优势病种试验、动物模型

研究等，尚没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前景系统

整理和分析。因此，本研究将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

文献，总结参附注射液在各领域的研究情况，分析

并预测未来研究热点，为该领域研究学者选题和临

床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和检索策略

（1）数据库：中文数据库为中国学术期刊全文

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VIP）、万

方数据库（Wanfang Data）；英文数据库为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检索方式：高级检索。检索时

间：建库至2023年5月6日。

（2）检索式 ：中文 ：主题＝参附注射液 ；英

文：（TS＝Shenfu injection OR Shen fu injection OR 

Shen-fu injection OR Shenfu OR Shen fu） OR （TI＝

Shenfu injection OR Shen fu injection OR Shen-fu 

injection OR Shenfu OR Shen fu） OR （AB＝Shenfu 

injection OR Shen fu injection OR Shen-fu injection 

OR Shenfu OR Shen fu）。

1.2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关于参附注射液的学术期刊、学

位论文、会议论文、articles（论文）和 review（评论）等

类型文献。

1.2.2　排除标准 （1）重复发表的文献；（2）文题、

作者、关键词等内容不全的文献；（3）专利、标准、书

信、征稿启事等类型的文献；（4）系统综述（Meta分

析）、理论探讨、个人经验和综述等文献；（5）和本研

究无关的其他注射液、参附汤和 shenfu地区等文献。

1.3　文献处理方法

将中文数据库收载的文献以“Refworks”格式、

WOS核心合集的文献以“纯文本”格式导出为“txt”

文本文件，并重命名为“download*.txt”，经过去重

后，由 2位主要研究人员阅读标题、摘要等，排除不

符合标准的文献，得到最终纳入文献。

分别建立 CiteSpace中文和英文文献处理文件

夹及“input”“output”“data”“project”子文件夹。将

重命名后的文本文件放入对应的“input”文件夹

中［7］。由 CiteSpace 6.2. R1 软件将数据转化后存

入“output”文件夹，并复制到“data”文件夹［8-9］。软

件参数设定为：中文时间跨度为 1979年 1月—2023

年 5 月，英文为 2003 年 1 月—2023 年 5 月；切片

以“1”年为最小单位；修剪方式选择 pathfinder 和

prunning sliced networks，k＝20，其 余 保 持 默 认

选项［10-11］。

2　结果

2.1　检索结果

分别在中英文数据库检索到 12 307和 507篇与

参附注射液有关的文献，按照纳排标准最终纳

入 3 615篇文献，其中中文 3 456篇，英文 159篇。具

体纳入流程及结果见图1。

2.2　年发文量分析

每年出版的文献数量是相关领域发展趋势的

重要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学科知识的

进展情况［12-13］。按照年发文量将参附注射液相关研

究进行可视化，结果见图 2。从图中可见：（1）中英

文文献发文量变化趋势不同。（2）中文文献数量显

著多于英文文献，且波动幅度大；英文文献年发文

量趋势较平稳。（3）中文文献最早发表于 1979年，大

致可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6年）为平

稳期，发文量保持在 10 篇以内；第 2 阶段（1997—

2015年）为增长期，此阶段发文量整体为增长趋势，

逐渐达到 200 篇以上；第 3 阶段（2016—2023 年）为

回落期，此阶段发文量逐年递减。（4）英文文献最早

发表于 2003 年 ，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 ，第 1 阶

段（2003—2014 年）发文量均为个位数，属于平稳

期；第 2阶段（2015—2021年）发文量整体为上升趋

势，第 3 阶段（2022—2023 年）发文量回落，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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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仅有 5个月数据有关，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

文献发表。

2.3　研究国家或地区分析

运行软件分析英文文献，生成图 3，即研究国家

或地区可视化图谱。从图中可知，参与参附注射液

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简写为 PEOPLES R CHINA）、美

国（USA）和澳大利亚（Australia）等；其中中国的频

数和中心度最高，分别是 158和 0.67；由此可知中国

是本领域最主要的研究国家，但参与国家或地区较

少，合作不足。

2.4　研究机构分析

将 node type（节点类型）选择为 institution（机

构），合并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附属医院重症医学

图2　参附注射液研究年发文量趋势

Fig. 2　Trend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bout Shenfu Injection research

图3　参附注射液相关研究国家或地区可视化图谱

Fig. 3　Visualization map of Shenfu Injection-related research countries or regions

图1　文献纳入流程及结果

Fig. 1　Process and results of literature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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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附属医院疼痛科和南京中

医药大学南通附属医院等，生成研究机构可视化图

谱（图 4）。由图结合分析数据可知：（1）至少有 653

个机构从事本领域的研究，主要为各类中医药大学

和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少数综合类高校及

其他医院。（2）频数最高的研究机构分别为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29）和 Capital Med Univ（首都

医科大学，33），代表其发文量较多、影响力较

大；整理中英文文献频数排名前 10 的机构如表

1 所示。（3）中心性≥0.1 的机构为首都医科大

学（0.21）、（ 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Beijing Univ 

Chinese Med，0.16）、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Tianjin 

Univ Tradit Chinese Med，0.11）和 南 昌 大

学（Nanchang Univ，0.1），表明其合作较多、联系

较为紧密；中文文献机构中心性均为 0，说明其

协作较少、整体分散。

2.5　研究作者分析

设置节点类型为Author（作者），研究作者可视

化图谱（图 5）。该图中 1个节点代表 1位作者，研究

者发文量和节点半径呈正比，节点之间的连线表明

了作者间的合作关系，线条越粗则联系程度越

紧密［14］。

据图和分析数据可知：（1）参与本领域研究的

作者至少有 987名，中文形成了以李春盛、王军和夏

中元等为核心的团队；英文形成了以Li Chunsheng、

Gu Wei和Hou Xiaomin等为核心的团队。但整体上

英文文献作者间连线比中文文献作者连线更密集，

说明其作者间的合作交流更多。（2）中英文文献频

数最高的作者均为李春盛，表明其发文量最多，整

理中英文文献频数排名前10的作者如表2所示。

2.6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的核心内容，是对主题的高度凝

练和概括。通过分析关键词，可以整体把握文章的

主题和重点，并探寻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前沿。

共现性指关键词出现的频数，从关键词共现知

识图谱可以直观了解关键词的分类与分布的特点，

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话题［15-16］。绘制关键

词共现网络图谱如图 6。据图可知：（1）中文研究主

要涉及以下 5个方面：①主治疾病：如心力衰竭、脓

毒症、休克和冠心病等；②评估指标：如心功能、生

表1　中英文文献频数排名前10的发文机构

Table 1　Top 10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frequenc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机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频数

29

26

25

22

20

19

19

18

16

1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机构

Capital Med Univ（首都医科大学）

Beijing Univ Chinese Med（北京中医药大学）

Guangzhou Univ Chinese Med（广州中医药大学）

Tianjin Univ Tradit Chinese Med（天津中医药大学）

Wuhan Univ（武汉大学）

Nanchang Univ（南昌大学）

Peking Univ（北京大学）

Nanjing Med Univ（南京医科大学）

China Pharmaceut Univ（中国药科大学）

Jilin Univ（吉林大学）

频数

33

13

11

9

7

6

5

5

4

4

图4　参附注射液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

Fig. 4　Visualization map of Shenfu Injec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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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质量和脑钠肽等；③研究角度：如临床研究、不良

反应和临床疗效等；④作用机制：如炎性因子、细胞

凋亡、氧化应激和多巴胺等；⑤研究对象：如老年人

和大鼠等。（2）英文研究大致可分为 3个方面：①主

治疾病：如 cardiac arrest（心脏骤停）、septic shock（感

染性休克）、sepsis（脓毒症）和 heart failure（心力衰

竭）等；②作用机制：如 apoptosis（细胞凋亡）和

inflammation（炎症）等；③研究对象：如 rat（大鼠）、

porcine model（猪模型）和 cell（细胞）等。综上，表明

参附注射液多被用于研究心脑血管疾病和休克等

危急重症，且模型种类较多，机制研究具体精

细。（3）频数最高的关键词分别为心力衰竭（256）和

shenfu injection（90），将频数排名前 20 的中英文关

键词整理为表3。

关键词中心性和共现性紧密关联，中心性越大

的关键词与其他的关键词同时出现的概率越大，且

在共现知识图谱中的影响也越大［17］。普遍认为关

键节点的中心性≥0.1［18］，则本领域的关键节点如有

心力衰竭（0.16）、临床疗效（0.16）、临床研究（0.16）、

脓毒症（0.12）、休克（0.12）、大鼠（0.12）、心肌损

伤（0.11）、shenfu injection（参附注射液 ，0.64）、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心肺复苏术，0.19）、

apoptosis（细胞凋亡，0.19）、dysfunction（功能障碍，

0.15）、cardiac arrest（心脏骤停 ，0.13）和 chinese 

medicine（中药，0.11）等。

2.7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选择 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对关键词进行

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7。中英文文献聚类平均轮廓

值S分别是 0.892 5和 0.864 5，聚类模块值Q分别为

0.684 0和 0.648 2。一般认为Q值大于 0.3则划分出

的聚类机构较为显著；S值大于 0.5则聚类合理，大

于 0.7则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和显著度［19］。该研究中

图5　参附注射液研究作者可视化图谱

Fig. 5　Visualization map of authors of Shenfu Injection research

表2　中英文文献频数排名前10的作者

Table 2　Top 10 authors by frequenc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李春盛

王军

夏中元

刘先义

闵苏

何明丰

张英俭

殷文朋

王伟

刘绍辉

频数

29

24

23

19

18

18

14

12

11

11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Li， Chunsheng

Gu， Wei

Hou， Xiaomin

Cai-jun， Wu

Yuan， Wei

Zhang， Qiang

Zhi-jun， Guo

Zhang， Qian

Qin， Hongjie

Liang， Yong

频数

22

5

4

3

3

3

3

3

3

3

图6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Fig. 6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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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献分别形成了 10个、8个聚类标签，在某些程

度上展示了本领域的大致研究情况和动态演变过

程。其中聚类编号越小则包含节点数量越多［20-21］。

结合图谱与聚类结果，进一步整理为 5 个方

面。（1）治疗疾病：如#1脓毒症、#2心力衰竭、#3心肌

损伤、#6休克、#7心脏骤停、#2 septic shock（感染性

休克）和#3 myocardial infarction（心肌梗死）。通过

对参附注射液的适应证研究，有助于对症合理使用

药 物 。（2）药 理 作 用 ：如 #10 抗 炎 、#4 

phosphorylation（磷酸化作用）和#5 activation（活化

作用）。药理作用、药物有效成分测定和药物代谢

研究，第一，有助于中成药质量把控；第二，有助于

靶向治疗；第三，有助于按量用药，达到最佳治疗效

果等；第四，有助于保证用药安全和中医药客观化

和标准化发展，走向世界。（3）辅助疗法：#4化学疗

法、#5 体外循环、#9 多巴胺、#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医）、#1 Chinese medicine（中药）和#6 

Panax notoginseng（三七）。中西医结合是当前的发

展趋势，在使用参附注射液的基础上，辅助其他中

西医疗法，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4）评估指标：#

0临床疗效。（5）研究对象：#7 rat（大鼠）。

2.8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指关键词在短期内出现频次显著

增加，表示该时期对其关注度提高，由此预测分析

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热点前沿［22］。对中英文文献

进行突现性检测，分别得到 15 个和 17 个关键词，

如图8。

中文关键词突现性最高的是脓毒症（16.67）。

其研究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是 1979—

2007 年，研究“体外循环”“一氧化氮”“细胞凋亡”

和“保护作用”等，“临床研究”是主要的研究形式，

可见其以药理作用和机制研究为主。第 2 阶段是

2008—2017 年，研究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和“大

鼠”，研究内容主要是“脑钠肽”“炎性因子”和“心功

能”等客观指标，表明其向微观化和客观化研究发

展。第 3 阶段为 2018—2023 年 ，以研究“脓毒

症”“重症肺炎”和“心脏骤停”等疾病为主，说明更

加倾向于其适应病的研究。

英文关键词中 cardiac arrest（心脏骤停，3.72）突

现性最高。其研究可以分为 3个阶段，其中 2003—

2011 年为第 1 阶段，研究 lidocaine（利多卡因）、

protection（保护）和 ischemia（缺血），以药理作用研

表3　频数排名前20的中英文关键词

Table 3　Top 20 Chinese and English keywords in frequency ranking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心力衰竭

临床疗效

临床研究

脓毒症

心功能

休克

大鼠

化学疗法

细胞凋亡

老年人

心肺复苏

心肌损伤

冠心病

保护作用

炎性因子

低血压

体外循环

生存质量

多巴胺

不良反应

频数

256

229

159

114

104

96

84

76

72

70

69

62

61

54

54

48

44

41

38

31

中心性

0.16

0.21

0.16

0.12

0.07

0.12

0.12

0.06

0.04

0.08

0.06

0.11

0.04

0.04

0.07

0.03

0.06

0.05

0.06

0.0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关键词

Shenfu Injection（参附注射液）

cardiac arrest（心脏骤停）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心肺复苏术）

apoptosis（细胞凋亡）

dysfunction（功能障碍）

chinese medicine（中药）

porcine model（猪模型）

septic shock（感染性休克）

diagnosis（诊断）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医）

heart failure（心力衰竭）

sepsis（脓毒症）

inflammation（炎症）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美国心脏协会）

mortality（死亡率）

cell（细胞）

chronic heart failure（慢性心衰）

ischemia reperfusion（缺血再灌注）

mechanism（机制）

cardioprotection（心脏保护）

频数

90

21

18

14

14

12

8

8

7

7

7

6

6

6

6

5

5

5

4

4

中心性

0.64

0.13

0.19

0.19

0.15

0.11

0.02

0.04

0.02

0.05

0.03

0.03

0.03

0.05

0.08

0.05

0.06

0.03

0.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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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主。2012—2017年为第 2阶段，主要研究参附

注射液对 myocardial dysfunction（心肌功能障碍）、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心肺复苏术）、cardiac 

arrest（心脏骤停）和 ischemia reperfusion（缺血再灌

注）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和疗效，主要采用模型

为 porcine model（猪模型）。2018—2023年为第 3阶

段，研究疾病以 sepsis（脓毒症）和 heart failure（心力

衰 竭 ）等 急 危 重 症 为 主 ，研 究 内 容 包 括

mechanism（机制）和 inflammation（炎症）等，研究对

象主要是 cell（细胞），并提出 combination therapy（联

合治疗）等，可见研究层次更加深，研究水平更高。

3　讨论

本研究经过删选最终纳入英文文献 159篇，中

文文献 3 456篇，年发文量呈波动状。近年来相关

研究日渐减少，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1）近 3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导致众多研究无

法开展；（2）参附注射液主要适用于危急重症，部分

患者无法参与研究，临床样本少，研究开展困

难；（3）开发新的中药注射剂，研究方向逐渐转

移；（4）本领域前期研究基础较多，研究内容扎实，

当前主要围绕研究前沿和空白开展更深入的高质

量研究，低质量的重复研究被淘汰。参与本领域研

究的主要国家有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但本领域研

究国家或地区较少，且研究分散，合作交流较少。

未来当摒除学术隔阂，加强国家或地区间的交流协

作，促进本领域更快更好地发展和进步。参与研究

的机构主要为各类中医药大学和医科大学及其附

属医院等，且英文文献机构合作较中文紧密，今后

当围绕研究热点和前沿，开展更大规模、跨学科的

深层次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领域的发展和学科交

叉。研究作者较多，且形成了以李春盛、王军和夏

中元等为核心的团队。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简要总

结本领域研究趋势和热点如下。

3.1　参附注射液主要适应证为心力衰竭、脓毒症、

心脏骤停和重症肺炎等

参附注射液为临床广泛应用的中成药，常用于

心脑血管、神经、呼吸和血液等系统疾病和休克等

危急重症的治疗［23-27］。本研究发现，参附注射液被

图7　参附注射液研究中英文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Fig. 7　Cluster network map of Chinese and English keywords in Shenfu Inje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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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脓毒症/sepsis、休克、冠

心病和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 等多种疾病。如

Huang等［28］认为参附注射液时治疗心力衰竭的一种

安全且有效的方法。赵震宇、梁昊等分别研究了参

附注射液对心力衰竭大鼠肠道菌群和水钠代谢的

影响［29-30］。耿峰等［31］研究发现参附注射液可以明显

降低脓毒症患者炎性因子水平，改善患者预后。胡

彬等［32］发现对休克患者早期使用参附注射液，可以

减少炎症反应和改善凝血功能，促进患者康复。此

外，心力衰竭、脓毒症、重症肺炎等突现性持续至

今，说明其为未来继续研究的热点内容。

3.2　参附注射液主要药理作用为抗炎、抗凋亡、改

善氧化应激和免疫功能等

客观化和标准化是中医药行业发展趋势，而系

统完善的药理和作用机制、通路、靶点等研究有助

于精准用药、靶向治疗。如炎性因子、细胞凋亡/

apoptosis、人参皂苷/ginsenoside、氧化应激、乌头碱、

alkaloid（生物碱）、NF kappa B和 free radical（自由基）

等。刘霖等［33］研究了参附注射液对脓毒症大鼠模型炎

性因子的影响。张艳海等［34］研究采用液相色谱法定量

检测参附注射液中人参皂苷和乌头碱类生物碱，评价

药物质量。Chen、Xu等［35-36］研究发现参附注射液可以

抑制老鼠心肌细胞凋亡并减轻炎症反应。黄淑敏等［37］

提出参附注射液可以调控HMGB1/TLR4/NF-κB信号

通路，减少慢性心衰炎症反应损害，提高大鼠心功能。

关键词突现性检测发现，“炎性因子”的突现性持续至

今，证明炎症机制仍是当前研究热点方向。

3.3　参附注射液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临床随机对照

试验和大小鼠动物实验等

通过关键词分析，发现“临床疗效”“临床研究”

图8　参附注射液中英文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

Fig. 8　Chinese and English keywords emergence network map of Shenfu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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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鼠”是频数较高的中文关键词，证明中文文献

研究主要以“人类”和“鼠类”为研究对象，主要开展

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英文关键词中，porcine 

model（猪模型）和 cell（细胞）的频数较高，证明英文

文献研究以“猪”和“细胞”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

当进行相关研究时，同时深入开展动物实验和细胞

实验使研究结果更可靠。

3.4　参附注射液的其他研究内容思考

（1）剂型与给药方式：开发参附丸、散、片或膏

等其他剂型，方便保存和使用；研制可以口服或舌

下含服剂型，便于危急重症患者及时给药。

（2）临床适应病证：开展更多原创性研究，明确

和规范参附注射液的适应病证，保证合理用药和科

学用药，避免药物滥用和浪费。

（3）质量评价和控制：从单一成分测定到多种

成分检测和整体控制，构建具有中医理论特色和用

药特性的科学性、权威性、进展性、指导性中药质量

评价标准［38-39］，保证中药注射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4）中医理论阐释：临床上存在只辨病不辨证

即使用参附注射液的情况，未来当明确参附注射液

是阳虚证的代表药物，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科学辨

证用药。

（5）药物疗效对比：中药注射液包括丹红注射

液、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黄芪注射液和丹参注

射液等，当加强不同中药注射液疗效和适应症对比

研究。

本研究对参附注射液近 40年研究状况进行了

系统整理和归纳，临床研究、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

等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人群为老年人，常

用动物模型为猪、大鼠和小鼠等，重点领域包括适

应证、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研究等。通过近年

来热点分析，预测参附注射液未来的研究方向可能

为：①心力衰竭、脓毒症、重症肺炎及其他适应证的

研究；②人参皂苷、乌头碱等药理成分和抗炎、抗凋

亡、抗氧化应激等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③研究方

法包括临床研究、动物实验、细胞实验、网络药理学

等；④剂型、质量控制、药效比较等其他方面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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