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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金匮要略》“下瘀血汤”研究热点分析

王乘御，胡 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上海    201203

摘 要： 目的  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金匮要略》“下瘀血汤”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探索该领域未

来的研究趋势和热点。方法  选取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维普中文期刊全

文数据库（VIP）作为数据来源，以“下瘀血汤”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运用VOS viewer、Cite Space（6.1.R3）和Excel

软件，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23年 12月 31日，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频次及其聚类进行分析。结果  共筛选出 321篇相关文献

用于文献发表量及被引频次变化趋势分析，共筛选出267篇相关文献用于关键词聚类分析。自1978年起，关于“下瘀血汤”

的文献发表呈现波动趋势，分别在 1995年、2007年和 2012年达到高峰。涉及 9类关键词聚类，共计 25个关键词频繁出现。

结论  9类关键词聚类可分为从《金匮要略》原文出发的下瘀血汤的基础理论探讨、下瘀血汤的临床应用及加减用药、下瘀

血汤的现代作用机制研究 3个研究方向。其中以中医学“血瘀证”的科学内核、子宫内膜异位症、药流不全、肺纤维化、

肝癌、中药炮制、方剂剂型等方面为最新的中文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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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search hotspots on "Xia Yuxue Decoction" in "Jingui Yaolue" 

based on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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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this study conducts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keywords in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Xia Yuxue Decoction" in the "Jingui Yaolue" to explor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nd hotspots in this field. Methods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and VIP 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were selected as data sources, with "Xia Yuxue Decoction " as the keyword for literature retrieval. VOSviewer, CiteSpace 

(6.1. R3), and Excel software were employed for analysis. The retrieval period rang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s to 

December 31st, 2023. The frequency of keywords and their clustering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321 relevant literatures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of publication volume and citation frequency trends, while 267 relevant literatures 

were used for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Since 1978, literature on "Xia Yuxue Decoction " showed fluctuating trends in 

publication, with peaks in 1995, 2007, and 2012. Nine categories of keyword clusters were identified, with a total of 25 keywords 

appearing frequently. Conclusion  The nine categories of keyword clust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Xia Yuxue Decoction "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 Jingui Yaolue "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of 

"Xia YuXue Decoction" and modern mechanistic studies of "Xia Yuxue Decoction " Among them, the scientific co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lood stasis syndrome, " endometriosis, incomplete medication-induced abortion, pulmonary fibrosis, liver 

canc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and formulation types are the latest research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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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瘀血汤出自《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

第二十一》：“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

愈者，此为腹中有干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1］。

该方的组成包括酒大黄、桃仁、土鳖虫，原方是以上

述药为末，蜜炼酒煎后服用，有破血逐瘀之效，治瘀

血内结之证。瘀血为临床诸多疾病之源，如《证治

准绳》中有“百病由污血者多”，瘀可致病久而不愈，

而久病又往往致瘀，如王清任《医林改错》中“久病

入络为血瘀。”21世纪以来，在不同的领域如肝病、

肿瘤、妇科病等，下瘀血汤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学

者们的关注，如临床以阿德福韦酯片联合下瘀血汤

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不仅治疗有效率高于纯化学

药抗病毒治疗组，其 1年后转阴率等预后指标均优

于化学药组［2］；而对于下瘀血汤的现代研究已发现

该 方 可 通 过 产 生 氧 化 应 激 抑 制 检 查 点 激 酶

1（Chek1）等细胞增殖信号通路从而抑制裸鼠皮下

肝癌移植瘤的生长［3］。

而目前尚缺乏对《金匮要略》“下瘀血汤”相关

领域研究热点的文献研究，通过预先检索，发现下

瘀血汤的英文文献寥寥无几，故本文拟采用文献计

量学方法，对中文数据库内“下瘀血汤”相关研究进

行分析，通过关键词聚类归纳现有研究结果并总结

研究热点，提出该领域创新方向，以推动“下瘀血

汤”在临床及科研领域的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维普中文期刊全文

数据库（VIP）中进行检索，检索词为“下瘀血汤”“下

瘀血方”“下瘀血颗粒”，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23年

12月31日。

1.2　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 VIP 的文献格式以 NoteExpress 格式导入

NoteExpress软件，并导出为Refworks格式 txt文件，

再将CNKI及Wanfang Data中导出的Refworks格式

txt文件存至同一文件夹，使用COOC 14.9软件进行

中文数据库合并及去重导入 Excel 后按要求进行

筛选［4］。

将上述整理后的Excel文件使用COOC 14.9软

件进行“数据格式转化”导出Refworks格式 txt文件

保存并导入 VOSviewer 软件进行分析。在 Type of 

analysis 选择 Co-occurrence，Unit of analysis 选择

Keywords，Counting method默认 Full counting，点击

Finish完成对关键词关系的可视化分析。

由于 VOSviewer 软件无法对关键词突现进行

分析，故选择将上述整理后的Refworks格式 txt文件

保存重命名为“download_01”并存入新建的“input”

文件夹，通过 CiteSpace（6.1.R3）软件选择 CNKI 数

据库并进行文件格式转化后导入软件内进行可视

化分析。

2　结果

在 CNKI 中共检索到 211 篇文献；在 Wanfang 

Data中检索到 232篇文献；在VIP中检索得 235篇文

献。3库合并并剔除重复文献后共得到 321篇文献，

该部分文献用于绘制“下瘀血汤”相关中文文献发

表量及被引频次变化趋势，再剔除关键词字段缺失

的文献共得 267 篇文献，再选取近 10 年（2014—

2023年）文献共 109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及关键

词突现分析。

2.1　年发文量及年被引频次分析

自 1978年以来，有关“下瘀血汤”的文献发表，

分别在 1995、2007、2012年达到高峰，2016年达到低

谷，近年一直维持在每年 6～8篇。而文献被引频次

从 1994年起波动上升，分别在 2006和 2012年达到

被引高峰。见图1。

2.2　关键词共现关系分析

在近 10年文献关键词进行合并统一之后共纳

入 305个关键词，利用VOS viewer软件对上述关键

词进行聚类分析，发现“下瘀血汤”相关文献分为 9

类，从卡其绿色的风药、肝纤维化、活血化瘀的相关

聚类开始顺时针方向分别为绿琉璃色的经方、瘀

血、金匮要略相关聚类；砖红色的肝硬化、冠心病、

子宫内膜异位症、肿瘤等临床治疗相关聚类；木槿

紫色的下瘀血汤、肝癌、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作用机

制相关聚类；枯黄色的 aqp2、shr相关聚类；中驼色的

Wnt/β-连环蛋白、肾纤维化相关聚类；竹月蓝色的下

瘀血汤加味、肺纤维化、生熟大黄、敦煌下瘀血汤相

关聚类；粉色的均匀设计、胶原沉积相关聚类；亮蓝

色的炎症、氧化、炮制、蜜丸相关聚类。见图2。

对上述关键词共现网络利用 VOSviewer 软件

对其出现次数和时间共叠发现近 10年“下瘀血汤”

相关文献在 2014年主要集中在风药、活血化瘀、肝

硬化、肝纤维化等机制相关研究；在 2018年左右转

变为生熟大黄、敦煌下瘀血汤、虫类药、下瘀血汤作

用机制等；而在近 5年则分散于金匮要略与瘀血、子

宫内膜异位症、肾纤维化、肝癌、均匀设计、炮制、炎

症等。见图 3，关键词对应年限为该词出现年限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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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键词突现性分析

对于“下瘀血汤”近 10年相关文献关键词进行

突现性分析。该研究领域中近 10年共出现 25个主

要突现词。与“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网络”相应，2014

年前后突现词为风药、活血化瘀、生大黄、虫类药

等；在 20年前主要为下瘀血汤加味、疗效评价、炎症

等；在近 5年的热门关键词有干血病、均匀设计、血

瘀证、肝癌等。排序前25位的关键词见图4。

3　讨论

将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展现一个领

域的研究焦点和内容的相关性。关键词聚类的强

度代表了其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大小。将 9种关

键词聚类分为 3大类研究热点：琉璃绿色聚类为主，

从《金匮要略》原文出发的下瘀血汤的基础理论探

讨；砖红色及竹月蓝色聚类为主，下瘀血汤的临床

应用及加减用药卡其绿色；木槿色等其余颜色聚

类，下瘀血汤的现代医学作用机制研究。

3.1　下瘀血汤的理论研究热点

3.1.1　张仲景用下瘀血汤治疗血瘀证的用药特点 

钟佩轩从《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原文中总结血瘀

证治疗方剂的用药规律［5］，研究发现善用大黄、桃

仁、酒、虫类药等几点正与下瘀血汤组方相呼应，其

图 1　下瘀血汤相关中文文献发表量及被引频次变化趋势

Fig. 1　Trends in publication volume and citation frequenc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Xia Yuxue Decoction

图 2　近10年下瘀血汤中文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关系网络

Fig. 2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network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Xia Yuxue Decoction in past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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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黄在血瘀证的治疗中除了有部分通腑泻热作

用外，还用以破积聚并推陈致新，而与桃仁配伍治

疗热结血瘀并有一定的缓肝生血之功。活血方剂

以酒煎可借酒走窜之性直达病所，并可借助其入血

络、行气的特点增强活血化瘀的能力。最后笔者还

对比了众血瘀证相关方剂中虫类药的使用，认为土

鳖虫是其中最不耗伤正气者，可做到通瘀补虚。

3.1.2　下瘀血汤急下防变治疗血瘀证 多位医家

认为下瘀血汤是抓住治疗时机急下瘀血以防病变，

他们先从汤与丸的剂型间比较出发，认为汤者荡、

丸者缓，但是丸剂相比更能专于入阴分攻坚祛瘀，

且从原文中大黄不用后下来看，正是取其推陈致

新、加速瘀血排出的作用［6］。另一方面从原文“顿服

之，新血下如豚肝”出发，在顿服的用法上强调了病

势的特殊，且连带有服药后反应，侧面突出其病变

迅速应尽早抓住治疗窗口［7］。其中还有强调不以白

芍、枳实而以大黄、桃仁、土鳖虫一类为重点，是借

其骏猛之性以防疾病迁延，如“五劳虚极……内有

干血……缓中补虚”的大黄蛰虫丸中亦有此3味药。

3.1.3　下瘀血汤之“干血”探析 《金匮要略·惊悸

吐血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曰“病者如热

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

血也，当下之。”有医家认为对应的是下瘀血汤，而

非《医宗金鉴》中认为的抵挡汤，同时结合古今文献

认为“新血下如豚肝”中“新血”为服药后出之血，而

相对应的“干血”为体内瘀热互结后热灼血干所成，

并将“干血”延伸出阴血耗伤之意。桑红灵等［8-9］亦

将下瘀血汤与抵挡汤丸对比，认为其削减了大黄、

桃仁用量，并以更擅长攻坚治干血的土鳖虫代替水

蛭、虻虫。此处笔者对“干血”有阴血耗伤之意存

疑，因与《温病条辨》中主热伏阴分之青蒿鳖甲汤、

主阴血耗伤之二甲复脉汤等方剂在用药思路上相

冲突。同时笔者查阅《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发

现抵挡汤原方是“三两酒洗大黄，诸药煮三升温服

一升”，折 1次 1两，而下瘀血汤是“大黄二两，诸药

图 4　近10年“下瘀血汤”中文相关文献突现关键词

Fig. 4　Keywords with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Xia Yuxue Decoction in past decade

图 3　近10年“下瘀血汤”中文相关文献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网络

Fig. 3　Network of keyword changes over time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Xia Yuxue Decoction in past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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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丸”，折 1次半两，且虽桃仁均为 20枚，但抵挡

汤可分 3次服，下瘀血汤可分 4次服，桃仁用量论单

次确有减少，可见虽然组方结构相似，但制法、剂量

及比例的不同可能导致方所对应证的差别。

3.2　下瘀血汤的临床应用及加减用药

3.2.1　下瘀血汤治疗慢性肝炎及肝硬化 陶乐

等［10］认为慢性肝炎属于“胁痛”“症瘕”范畴，除活血

化瘀外应扶助正气，故拟下瘀血汤合《太平惠民和

剂局方》之黄芪六一汤治疗乙肝病毒型慢性肝炎。

肝炎后期往往出现肝硬化，有医者以下瘀血汤合

《伤寒论》芍药甘草汤治疗乙肝肝硬化瘀血阻络

证［11］，并论述其方义为下瘀血汤基础上合白芍柔肝

止痛，又合甘草酸甘化阴、补中益气，考虑到了乙肝

肝硬化患者疼痛的症状及气阴两虚的证型。但芍

药甘草汤本为止痉之要方，且在补气阴两虚方面相

比以党参、丹参一类药物为主的方剂又无优势，后

来笔者见长沙方歌括麻仁丸中元犀按“大黄、芍药

苦泄之药以破结”认为其组方可能与此按语所言相

关。有医者以活血化瘀、疏通脉络为主要治疗法

则，以下瘀血汤合赤芍、川牛膝、益母草等治疗肝硬

化腹水，该组方同时考虑了肝硬化后期肝脾肾虚的

病机而辅以补益肝肾之品［12］。有医者则以当归、枸

杞滋养肝肾，同时加味三七、牡蛎、鳖甲助化瘀攻坚

之力［13］。另有医者除了使用五味子、枸杞子顾护肝

阴，以鳖甲软坚散结，又辅刺络疗法，以其疏通经络

助药达病所［14］。

3.2.2　下瘀血汤治疗冠心病 有研究者认为冠心

病的发病以“瘀”为主要矛盾，以寒痰、气虚阴亏为

次要矛盾，故组方下瘀血汤合水蛭、赤芍、川芎、降

香等增强活血化瘀止痛之效，合瓜蒌薤白半夏白酒

汤以通阳散结，又合生脉散以顾护气阴［13］。

3.2.3　下瘀血汤治疗肝癌及晚期癌性肠梗阻 恶

性肿瘤的辨证复杂，在肝癌治疗中除了下瘀血汤加

味肿瘤科要药如白花蛇舌草、八月札、穿山甲等，另

考虑用茜草、丹皮、茵陈、栀子等清肝凉血，对有虚

证者亦需要结合脏腑辨证酌情加入补气健脾、滋补

肝肾的党参、白术、生地黄、山茱萸等［15-16］。而在治

疗晚期癌性肠梗阻时，谷雨等［17］使用了特殊的中药

保留灌肠法，浓煎下瘀血汤 300 mL保留灌肠半小时

2次，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此处是结合了下瘀血汤

活血化瘀推陈致新的作用，又改原方汤丸剂为更直

接的灌肠剂，放大其通腑作用。

3.2.4　下瘀血汤治疗肺纤维化 中医学家将肺纤

维化归属于“肺痿”“肺痹”等范畴，安世英等［18-19］考

虑其以久病入络、气阴不足为核心病机，故拟下瘀

血汤合生脉散治疗肺纤维化，其中党参补气健脾，

培土生金，同时相较人参经济实惠且滋阴润肺作用

更显著；麦冬润肺生津，滋阴降火；五味子补肾纳

气，金水相生，定喘敛肺；使以甘草在调和诸药的同

时补气祛痰，此方汤剂及颗粒剂在临床均取得了一

定的疗效。

3.2.5　下瘀血汤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药流不全 

有研究者以下瘀血汤加味山慈菇、夏枯草、荔枝核

等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加强原方清热散结解郁

的功效［20］。而对于以“恶露”症状为主的药流不全

则多在下瘀血汤原方“祛瘀生新”的基础上辅以妇

科要药益母草、丹参，又以川牛膝引药下行，或在有

气虚时加黄芪以益气活血［21-22］。

3.2.6　敦煌下瘀血汤治疗慢性盆腔炎 敦煌下瘀

血汤是《敦煌遗书》中所记载方剂，虽同为“下瘀血

汤”但其组成为大黄、桃仁、桂心，有多项研究发现

其对于慢性盆腔炎及其后遗症有较好的疗效［23-25］，

并认为相较《金匮要略》下瘀血汤药性平和，上下通

达，以缓为消。但笔者认为其组方结构上与《金匮

要略》下瘀血汤有明显差异，有交泰丸的影子，且有

无土鳖虫对祛瘀效果及作用窗口期的影响值得进

一步去研究。

3.3　下瘀血汤的现代作用机制研究

3.3.1　下瘀血汤治疗肝炎及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 

有研究表明下瘀血汤原方及其醋酸乙酯萃取部位

均对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模型有抑制脂肪代谢、改

善肝脏炎症的作用［26］，且有研究表明下瘀血汤可能

通过下调 NOD 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

3（NLR3）及上调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

白受体 6（NLRP6）在小鼠非脂肪性肝炎模型中发挥

抑炎作用［27-28］。

通过内毒素腹腔注射构建肝损伤模型，下瘀血

汤可能通过影响中性粒细胞标记物髓过氧化物

酶（MPO）及 CXC 趋化因子配体 CXCL15、CXCL2

等抑制中性粒细胞在肝脏中的炎性浸润［29］。下瘀

血汤亦对肝炎及肝损伤后期出现的肝纤维化有明

确的疗效，有研究表明其可能通过下调肝脏中

CD86+促炎巨噬细胞从而抑制其激活肝星状细胞，

上调抗炎CD163+巨噬细胞从而下调合成细胞外基

质的金属蛋白酶，抑制肝窦内皮细胞去分化， 减轻

肝细胞过氧化损伤等多层次机制减轻肝纤维化［30］，

同时有研究发现该方可能同时也影响了胰腺的巨

噬细胞浸润情况而缓解了肝纤维化发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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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风药”在提升下瘀血汤活血化瘀功效上的

作用 有多项以下瘀血汤加味风药如秦艽、防风、

羌活等研究表明［32-34］，风药以其升散上浮、发散走窜

之性，以及透邪开郁通阳化气之功，可显著提高下

瘀血汤对于肝纤维化的治疗作用，显著减轻了大鼠

肝纤维化程度，并减少了转化生长因子 β、结缔组织

生长因子等因子释放。

3.3.3　下瘀血汤治疗肝癌的作用机制 通过质谱

分析活性成分联合网络药理学分析，预测了下瘀血

汤抗癌可能与 PI3K/Akt信号通路、激素水平调节、

环状鸟苷-磷酸蛋白激酶 G（cGMP-PKG）信号通路

相关［35］。而目前已经开展的研究表明下瘀血汤可

能通过下调Nanog水平，抑制肝癌细胞增殖，并促进

半胱氨酸蛋白酶 -3 表达抑制 B 细胞淋巴瘤 /白

血病 -2基因表达，从而促进肝癌细胞凋亡，最终达

到抗肝癌效果［36］；也可能与干预肿瘤组织活性氧水

平以及抗氧化防御蛋白Nrf2核转位、抑制细胞中检

查点激酶 1（Chek1）基因和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

酶细胞增殖信号通路有关［3］。

3.3.4　下瘀血汤治疗肾损伤及肾纤维化的作用机

制 有研究者发现下瘀血汤有增加肾损伤小鼠尿

量、降低血压、改善尿液渗透压、降低血中肌酐及尿

素氮水平的作用，且可能是通过调控水通道蛋

白（AQPs）而实现的［37-38］。另有研究者对肾纤维化

大鼠给予下瘀血汤，也发现该方对大鼠肾脏的保护

作用，且可能通过Wnt/β-连环蛋白和和转化生长因

子 - β1（TGF- β1）/Smad 双通路相互作用而产生

疗效［39］。

3.3.5　大黄炮制方法、配伍比例对下瘀血汤作用的

影响 有研究者构建热结血瘀大鼠模型并以生熟

大黄下瘀血汤分别给药［40-42］，结果发现熟大黄组活

血化瘀作用明显优于生大黄组，其维持血管形态、

血液流变学的相关指标均高于生大黄组，且仅出现

较轻的腹泻情况。另对生熟大黄的毒性反应剂量

测试表明，熟大黄的安全无毒剂量及发生毒性反应

剂量均高于生大黄，故而证明了生大黄的泄泻作用

更显著而熟大黄在祛瘀作用上更有优势，而中药炮

制法的减毒作用也在此实验中被证明。

有研究构建四氯化碳诱导大鼠肝纤维化，并以

原方蜜丸酒煎法与饮片酒煎法分别给药，结果发现

蜜丸酒煎法具有更好的抗纤维化作用，但并未揭示

具体的作用机制［43］。此外有研究者使用均匀设计

研究了下瘀血汤中桃仁与土鳖虫的配伍比例，最后

发现 5 g桃仁加 3 g土鳖虫的配伍组合发挥了最佳

的抗肝纤维化作用［44-45］，这也提示下瘀血汤组方中

的量效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梯度上升。

3.3.6　下瘀血汤组分相关研究 有研究者通过超

高效液相色谱 -四极杆 -飞行时间质谱（UPLC-Q-

TOF-MS）分析得到下瘀血汤的 49种活性成分，其中

包含归属大黄的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苷等

28个组分，归属桃仁的苦杏仁苷、洋李苷、亚油酸等

17 个组分，归属土鳖虫的尿嘧啶、腺苷、黄嘌呤核

苷、苯酐 4种组分，研究者进一步联合网络药理学研

究表明其中山柰酚、苦杏仁苷等可能是其发挥抗肝

癌的主要成分［35］；针对急性放射性肠炎的研究表

明，下瘀血汤可能是以大黄酸、大黄素、尿嘧啶、苦

杏仁苷组分为主发挥抗炎及保护肠道黏膜的作

用［46］；另 1项针对肝纤维化的研究表明下瘀血汤中

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甲醚、苦杏仁苷等发挥了抗

纤维化作用［43］。可见目前对于该方组分的研究范

围仍较为狭窄。

4　结语

从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网络及近 10年下瘀血汤

相关中文文献突现关键词分析，可以发现从《金匮

要略》原文出发的下瘀血汤基础理论探讨仍在持

续，主要集中在对瘀血及血瘀证的研究中，对于何

为中医“血瘀证”目前仍缺乏明确具体的科学解释，

可以围绕下瘀血汤原文对于证型的描述，结合该方

剂治疗前后的生理病理指标改变去构建中医学“血

瘀证”与现代医学的桥梁；下瘀血汤的临床应用中

肝损伤、肝炎、肝纤维化及肝硬化已有较为充分的

临床及现代医学研究，较新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药

流不全、肺纤维化领域还有待发展，可以参考同类

型疾病的下瘀血汤作用通路，结合本疾病特点及科

学前沿充实其科学内核；在下瘀血汤的现代医学作

用机制相关研究中，肝癌、均匀设计、炎症及炮制等

为较新研究方向，且发现这些研究从《金匮要略》原

文出发，在探索方剂作用通路的同时验证中药炮

制、方剂剂型、药物剂量等方面的科学性，但在对验

证结果的科学原理解释方面仍缺乏深度。

除了上述理论、实验及临床方向的研究热点，

下瘀血汤研究领域中仍有部分未解决的科学问题

值得探讨：可增加原方剂量关系与疾病治疗窗口的

联系以明确下瘀血汤“急下防变”的科学内涵；可进

一步探索《金匮要略》活血化瘀类方剂中虫类药物

的有效组分及其作用，有助于推动虫类药的临床应

用及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的研究未能包含相关的外文文献，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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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全面性，中文文献中关键词

常出现多词同义如“活血化瘀”与“活血祛瘀”，“金

匮”与“金匮要略”，此类同义词均需合并后手动筛

选再合并，可能存在一定遗漏。综合来看，本文是

基于对“下瘀血汤”领域近十年文献关键词的综合

归纳，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提出针对该

领域未来研究方向的创新思路，有助于推动《金匮

要略》“下瘀血汤”在现代科学理论和临床应用方面

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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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