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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基于CiteSpace 6.2.R6对“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中文及英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探

讨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现状及趋势，为将来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

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作为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中文

文献的检索平台，英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WOS）为检索平台，不限制文献发表时间。应用CiteSpace 6.2.R6版软件对

文献作者和机构进行合作分析，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以此提取可靠信息。结果  通过检索共得到395篇中文和48篇英文

文献，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中英文文献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年均发文量表明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并不

多。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显示作者之间存在交流合作，但是较为分散，合作不够密切，该领域主要由国内学者进行研究，机

构间合作相对独立，主要单位为国内中医药大学及其当地医院，缺乏跨省交流，更没有跨国合作。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高

尿酸血症肾病的直接作用器官为肾脏，中药同高尿酸血症肾病联系比较密切，提示了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更多方向

和可能。中文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该项研究多集中于临床层次，缺乏基础性研究。英文关键词聚类展示了与中药治疗高尿

酸血症肾病相关性比较大的两种分子，分别是白细胞介素-1（IL-1）和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含 pyrin 结构域蛋白 

3（NLRP3）。分析总结出该研究未来趋势更趋向于先应用生物医药大数据来探寻中药同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相关联系，在此

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这也反映该项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结论  中药已经应用于高尿酸血症肾病的临床治疗中，对疾病起

着一定作用，但是缺乏对其深入的基础性研究，因此限制了临床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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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CiteSpace 6.2. R6, to conducte 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 of rese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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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bas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s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Database (CNKI), 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Wanfang), 

and Vip. com (VIP) were used as the search platforms for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n Chinese medicines for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and Web of science (WOS) was used as the search platform for the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no restriction on the 

publication time of the literature. And CiteSpace version 6.2. R6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collaboration of literature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nd to analyze the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as a way to extract reliable inform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395 Chinese and 48 English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search, and the results of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showed an overall increasing trend, but the averag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not many studies on th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nalysis of authors' cooperation network showed that there wa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authors, but it 

was more scattered and the cooperation was not close enough. This field was mainly researched by domestic authors, and the inter-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wa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with the main units being the domestic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ir local hospitals,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inter-provincial communication, not to mention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direct organ of action of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was the kidney, an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suggesting more dire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in 

Chinese showed that the study was mostly focused on the clinical level and lacked basic research. The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in 

English showed two molecules that were more relevant to th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were interleukin-1 (IL-1) and NLRP3. The analysis summarized that the future trend of this study was to apply the 

big data of biomedicine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and then 

carried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it, which was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this study. Th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study wa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used in clinical research 

on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and plays a role in the disease, but lacks in-depth basic research, thus lim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research.

Key words: CiteSpa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visual analysis; bibliometrics

根据 2015—2016 年和 2018—2019 年 2 次全国

代表性横断面调查的结果，全球高尿酸血症的发病

率和患病率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国成年人高尿酸血

症的患病率估计为 11.1%［1］，并且患病人群逐渐年

轻化［2］。高尿酸血症肾病又叫痛风性肾病、尿酸性

肾病，是指由于长期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肾脏损害，

多以慢性炎症反应、肾间质纤维化和肾小管损伤为

主要特征［3］，既往研究证实高尿酸血症是慢性肾脏

疾病（CKD）发生和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4］。治疗常

用药物包括别嘌呤醇、非布司他、苯溴马龙等，均为

降尿酸药物［5］。短期疗效虽然明显，但久服易引起

胃肠道不适、皮疹、肝功能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副作

用［6］。已有研究表明中药对降低血清尿酸有确切疗

效，且无严重不良反应［7］，因此中药将为临床治疗高

尿酸血症肾病提供新思路。

CiteSpace 软件能够有效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

解所从事的领域或是即将要研究的领域，它既能展

示某个领域的整体状况，也能突出该领域发展中的

重要文献，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工具［8］。目前

针对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研究尚未有相关的

科学知识图谱。故本研究将该领域相关中英文文

献研究利用CiteSpace进行梳理，对相关文献作者、

机构及关键词进行分析，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

前沿趋势，挖掘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以期

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该领域的现状、前沿趋势，

为今后研究提供更明确的方向，从而实现该领域的

突破和飞跃，促进生命科学的进步。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VIP）作为中文文献检索平台。CNKI

检索方式为“主题=（高尿酸血症肾病 or尿酸性肾病

or痛风性肾病）*（中药 or中药材 or中药制剂 or中药

饮片 or 传统中药）”进行专业检索，语言选择为中

文，不设置时间限定。排除报道、会议文章和科普

文章等文献，只留下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选择学

科为：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内分泌腺及全

身性疾病、泌尿科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共检索

到 240 篇符合条件的文献。 Wanfang 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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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高尿酸血症肾病＋尿酸性肾病＋痛风

性肾病）*（中药＋中药材＋中药制剂＋中药饮片＋

传统中药）”，学科分类选择“医药、卫生”，共检索到

230篇符合条件的文献。VIP检索方式为“主题＝（高

尿酸血症肾病 or尿酸性肾病 or痛风性肾病）*（中药

or中药材 or中药制剂 or中药饮片 or传统中药）”，学

科限定为“医药卫生”，共检索到 50篇符合条件的文

献。从 3 个检索平台检索到的文献跨越时间是 

2002—2023年。

英文文献的检索应用Web of Science（WOS）数

据库作为文献检索平台，检索式为 ALL＝（Chinese 

medicine） AND ALL ＝（ hyperuricemia） AND 

ALL＝（kidney injury），不设置时间限定，Document 

Types选择Article，Languages选择English，Research 

Areas 选 择 Pharmacology Pharmacy，Integr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共检索到 57篇符合条件的英文文献，文献

跨越时间从2009—2023年。

1.2　数据整理

将从CNKI、Wanfang、VIP检索到的中文文献分

别以“NoteExpress”格式导出，从 WOS 检索到的英

文文献以Full Record and Cited References纯文本格

式导出。在NoteExpress软件上分别对中文和英文

文献根据文献类型、作者、年份、标题进行重复文献

的筛选，并将与主题无关的文献进行二次筛选，剔

除缺失作者和年份信息的文献，并经阅读摘要、关

键词及部分全文后，最终筛选出与本研究相关的

395篇中文文献和 48篇英文文献。并将 395篇中文

文献的“数据库提供者”全部改为“CNKI”，以便于进

一步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最终将 395篇

中文文献和 48篇英文文献以“Refwork”格式导出，

保存为“download．txt”格式。

1.3　数据处理

利用 Cite Space 6.2.R6 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

分析文献发表时间和发文量、作者及机构的合作网

络、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及突现，绘制中药治疗

高尿酸血症肾病的可视化图谱。分析中文文献时

软件时间参数设置跨度为 2002—2023年，时间切片

为 1年，g-index（k＝20），分析英文文献时软件时间

参数设置跨度为 2009—2023年，时间切片为 1年，g-

index（k＝25）。 寻 径（Pathfinder）、修 剪 切 片 网

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修 剪 合 并 网

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不进行勾选，其他参

数按照系统默认值不变。

2　结果

2.1　发文量年度分布

对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中文和英文相

关文献进行年发文量的统计，结果见图 1。该项研

究中文文献首发于 2002 年，英文文章首发于 2009

年，因此该项研究的起步较晚。统计显示，随着年

份的增长，中文和英文的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中文年均发文量都多于英文文献，近 2年中文文

献发文量稍有下降，英文文献发文量有所上升，上

升趋势较为明显。在 2020年达到了中文文献发文

量的峰值（32篇），2023年达到了英文文献发文量的

峰值（14篇）。从发文数量上看，中药治疗高尿酸血

症肾病这个研究领域较其他研究领域来说，发文量

并不算高，也没有在某年的发文量上激增，整体发

文趋势虽表明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被更多研

究者关注，越来越被重视，但发文数量上表明对该

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高。

2.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分析中文文献，在 2002—2023年共有 286

名作者参与到了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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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中英文文献发文量-时间分布

Fig. 1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tim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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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作网络图见图 2，发文量前 5的作者统计见表

1。节点表示作者名字，共有 286个节点，节点间的

连线反映了作者之间存在合作，作者之间连线共有

224 条，网络密度 Density 值为 0.005 5，表明作者之

间存在交流合作，但是较为分散，合作不够密切，团

队内部存在合作，团队之间缺乏交流。从图 2节点

连线来看，存在 4 个主要作者合作群，主要是高建

东、何立群、余俊文和刘奔流、王亚南分别与其他作

者构成的合作群，其中发文量最高的为高建东，最

高发文量为6篇。

分析英文文献，在 2009—2023年共有 290名作

者参与到了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中，合

作网络图见图 3，网络密度Density值为 0.020 6。从

图 3节点连线来看，存在 3个作者合作团队，核心作

者包括 Su Ziren（苏子仁）、Chen Lvyi（陈律一）、

Chen Jiannan（陈健南）、Zhou Lan（周蓝）、Liu 

Peng（刘鹏），团队内部有一定合作，团队间也存在

交流合作。通过分析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

研究作者可以发现该研究主要由中国人带头开展，

并未带动国外研究者加入到研究行列。

2.3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中文的 395篇研究相关文献共涉及 270家研究

机构，英文的 48篇文献共涉及 51家研究机构，表 2

是发文量排名前 10的机构统计，可见中医药院校是

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研究的主力军。中文文

献发文量最高的机构分别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北

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都发表了 18 篇。

而 英 文 文 献 发 文 量 最 高 的 机 构 是 Guangzhou 

图2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Fig. 2　Collaborative network diagr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authors

表1　发文量前5的中英文文献作者

Table 1　Top 5 author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序号

1

2

3

4

5

作者

高建东

余俊文

何立群

刘奔流

奚九一

中文发文量/篇

6

4

4

4

3

最早年份/年

2018

2009

2003

2009

2006

序号

1

2

3

4

5

作者

Su， Ziren

Chen， Lvyi

Chen， Jiannan

Lan， Zhou

Liu， Peng

英文发文量/篇

4

4

4

4

4

最早年份/年

2021

2011

2021

201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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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广州中医药大学），

发表了 5篇。因此可以看出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中药

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利

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的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图见图

4、5，节点用年轮表示，节点大小反映机构发文量，

年轮圈数代表不同年份发表论文数量，某个年份年

轮越宽代表在相应年份发表的论文越多，年轮颜色

代表相应文献发表时间［9］，中文文献机构合作网络

密度 Density 值为 0.003 4，英文文献机构合作网络

密度Density值为 0.032 2，提示机构之间合作较少。

从图 4中明显发现合作多是由地方中医药大学同当

地医院进行的，地域性较明显，跨省交流合作几乎

为零，因此不利于该项研究的深入展开，国外并没

有研究机构进行该项研究，一方面由于国外对中医

药的重视程度缺乏，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国外对中药

的认知水平较低。

2.4　关键词共现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有助于了解研究领域

的分布情况和前沿内容［10］。关键词时间线图能够

清晰展示某个聚类中关键词出现和持续的时间，并

能看到聚类与聚类之间的联系。

2.4.1　共现网络分析 通过 CiteSpace软件进行分

析，结果见图 6、7。395 篇中文文献中，包含 291 个

关键词，出现频次＞10的关键词有 13个（表 3）。48

篇英文文献中共包含 172个关键词，出现频次＞8的

关键词有 6个（表 4）。对中文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

图3　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图

Fig. 3　Collaborative network diagram of authors in English literature

表2　中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机构

Table 2　Top 10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机构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

福建中医药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文发

文量/篇

18

18

18

14

11

10

9

9

9

7

最早年

份/年

2004

2008

2007

2005

2002

2003

2010

2013

2014

200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机构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un Yat Sen Universit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South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英文发

文量/篇

5

4

3

3

3

3

3

2

2

2

最早年

份/年

2021

2011

2012

2020

2022

2021

2020

2019

202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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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作为高尿酸血症的主要并发症，出现的频数最

高，而中药作为检索主题词之一也被使用了 27次。

除此之外出现频数较高的关键词还包括临床疗

效（26 次）、数据挖掘（20 次）、临床观察（18 次）、尿

酸（17次）、中医药（17次）、临床研究（16次）、用药规

律（15次）等。肾损伤、肾功能、健脾益肾等关键词

表明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直接作用器官为肾脏，并且

高尿酸血症可以引起肾脏的损伤。图 6中可以看到

图6　中文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 6　Chinese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图4　中文文献作者机构合作网络

Fig. 4　Collaborative network diagr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author organizations

图7　英文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 7　English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图5　英文文献作者机构合作网络

Fig. 5　Collaborative network diagram of author organizations in English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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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中药治疗、中药复方、土茯苓等与中医药关系

密切的关键词，关键词的类型较多，同主题的联系

比较密切，提示了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更多

方向和可能。现有关于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

主要涉及到的复方及单味药见表 5，研究者可在此

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英文文献中出现的高频

关 键 词 包 括 uric acid（ 尿 酸 ）、gout（ 痛 风 ）、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高尿酸血症肾病）、

oxidative stress（氧化应激）、activation（激活）、uric 

acid nephropathy（尿酸性肾病）。oxidative stress（氧

化应激）和 activation（激活），都是对高尿酸血症肾

病可能的发病机制的研究，尿酸高是高尿酸血症肾

病的临床症状。

2.4.2　中心性分析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CB）是测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

标，CB表示节点越重要，以 CB≥0.1作为高中心性关

键词的筛选标准，说明该节点处于共现网络核心地

位［11］。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关键词共现网

络中共发现了 11个高中心性中文关键词和 14个高

中心性英文关键词，结果见表 6、7，其中痛风、中药、

尿酸等中文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最高，gout（痛风）、

chronic kidney disease（慢性肾脏疾病）等英文关键

词的中介中心性最高，临床疗效、临床观察、临床研

表3　中文文献中出现频数＞10的关键词

Table 3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10 in Chinese 

literature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关键词

痛风

中药

临床疗效

数据挖掘

临床观察

尿酸

中医药

临床研究

用药规律

综述

大鼠

研究进展

别嘌醇

频数/次

32

27

26

20

18

17

17

16

15

14

13

13

12

最早年份/年

2004

2004

2009

2017

2004

2004

2010

2003

2016

2014

2006

2016

2007

表4　英文文献中出现频数＞8的关键词

Table 4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8 in English 

literature

序号

1

2

3

4

5

6

关键词

uric acid（尿酸）

gout（痛风）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

（高尿酸血症肾病）

oxidative stress

（氧化应激）

activation（激活）

uric acid nephropathy

（尿酸性肾病）

频数/次

19

13

12

11

9

9

最早年份/年

2009

2011

2017

2013

2013

2012

表6　CB≥0.1的中文文献关键词

Table 6　Keywor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CB≥0.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关键词

痛风

中药

尿酸

临床疗效

临床观察

中医药

大鼠

临床研究

用药规律

中药治疗

作用机制

CB

0.35

0.25

0.25

0.15

0.14

0.14

0.12

0.11

0.11

0.11

0.10

最早年份/年

2004

2004

2004

2009

2004

2010

2006

2003

2016

2005

2010

频数/次

32

27

17

26

18

17

13

16

15

10

7

表5　中英文文献中复方及单味药关键词

Table 5　Keywords of compound and single flavor drug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复方及单味药

威草胶囊

土茯苓

黄春林

地灵丹

痛风合剂

矢志方

苓泽合剂

四黄散

四妙散

虎参胶囊

二妙散

桑枝

Renal herb formula（肾草药方）

Cyclocarya paliurus （青钱柳）

Simiao Pill（四妙丸）

频数/次

3

3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最早年

份/年

2004

2014

2012

2009

2005

2011

2020

2017

2017

2004

2007

2010

2023

202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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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中文关键词也占据重要地位，提示关于中药治

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多集中于临床层次的研

究。oxidative stress（氧化应激）、activation（激活）、

mechanism（机制）等英文关键词则提示中药治疗高

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倾向于基础性研究，gout（痛

风）、chronic kidney disease（慢 性 肾 脏 疾 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心血管疾病）、dysfunction（功

能障碍）等英文关键词还提示该研究关注于高尿酸

血症能引起的并发症。

2.4.3　突现性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的

词频变化率高的词，突现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

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12］。通过分析中文突现关键

词可知（图 8），中药关于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在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热点，而突现词持续时间≥5

年，包括炎症因子、护理、动物实验、痛风等，从此处

并未看出其规律。从 2017年开始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数据挖掘和分子对接技术越来越多被应用

于对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分析中。这也证

明了研究者对这项研究还存在很多疑虑，无法用确

切实验加以证明。痛风合剂、健脾益肾、中药灌胃

等与中药相关的突现词研究时间较为短暂，提示中

药治疗有效果，但是并没有持续下去，成为主流治

疗方法。通过分析英文关键词可知（图 9），中药治

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一直围绕高尿酸血症引

发的并发症展开，cardiovascular disease（心血管疾

病 ）、gout（ 痛 风 ）、hypertension（ 高 血 压 ）、

nephropathy（肾病）等均为高尿酸血症能够引起的

并发症，从时间上来看，肾病在 2021—2023成为了

英文突现关键词，也印证高尿酸血症肾病正在受到

研究者的关注，并且成为研究热点。

2.4.4　聚类分析 在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研

究中的 291 个中文关键词共形成了 18 个聚类，172

个英文关键词共形成了 8个聚类，排除较小聚类，剩

余聚类分别用不同的色框表示节点的聚类范围（图

10、11）。聚类中的节点越多，即关键词越多，就表

表7　CB≥0.1的英文文献关键词

Table 7　Keywords for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CB ≥ 0.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关键词

gout（痛风）

chronic kidney disease

（慢性肾脏疾病）

disease（疾病）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

（高尿酸血症肾病）

uric acid（尿酸）

oxidative stress

（氧化应激）

activation（激活）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心血管疾病）

cells（细胞）

allopurinol（别嘌呤醇）

serum uric acid

（血清尿酸）

dysfunction（功能障碍）

hyperuricemia

（高尿酸血症）

mechanism（机制）

CB

0.37

0.30

0.26

0.26

0.24

0.21

0.16

0.16

0.15

0.12

0.11

0.10

0.10

0.10

最早年

份/年

2011

2017

2012

2017

2009

2013

2013

2009

2012

2011

2022

2018

2013

2017

频数/

次

13

7

7

12

19

11

9

2

7

7

2

4

3

6

图8　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中文突现关键词

Fig. 8　Chinese emergent keywords f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图9　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英文突现关键词

Fig. 9　English highlighted keywords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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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该聚类越重要。#0是规模最大的聚类，其中文文

献聚类标签为“临床疗效”，突出反映了该聚类所代

表的研究领域以临床研究为主，英文文献标签为

interleukin-1（白细胞介素-1），IL-1是一种细胞因子，

能够刺激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增殖、分化并提高其

功能［13］，因此高尿酸血症肾病可能与免疫有关。聚

类系数（Q）和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S）是网

络聚类分析的两个关键参数，用于分析网络聚类质

量［14］。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

的质量，中文文献 Q为 0.685 9（＞0.3），英文文献 Q

为 0.660 3（＞0.3），表明网络聚类的划分具有显著

性［15］。表 8、9中显示聚类的轮廓值均大于 0.5，表明

网络聚类的质量较好，聚类结果合理，同一聚类中

成员的同质性较高，不同聚类之间可进行相互区

分［16］。其中中文关键词聚类 5的轮廓值最高，其聚

类标签为中药治疗，该聚类下的文献探讨了中药治

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内容。中间年份是聚类中关

键词出现年份的中间值，提示不同研究领域的演化

历程。聚类的中间年份表明，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

肾病研究领域近 20年来的演化进程。中文文献关

键词聚类显示：前期以中药治疗和代谢组学研究为

主，即聚类 2、4、5、6、7；中期以临床疗效研究为

主（聚类 0）；近年研究则以数据挖掘（聚类 3）为主。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显示：前期以研究发病机

制（聚类 0、1、2、6）为主，近年来以网络药理学（聚类

4）为主。中英文文献近年来对中药治疗高尿酸血

症肾病的研究都集中表明研究者更倾向于应用现

代计算机技术解决科学问题。

2.4.5　时间线图分析 对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

病的中英文关键词进行时间线图的分析，时间线视

图（图 12、13）可直观呈现每个聚类的时间跨度以及

不同聚类之间的关联［17］，能清晰展示中药治疗高尿

酸血症肾病的演化进程。时间线图的纵轴为聚类

的编号，横轴为发表文献的年份。通过分析中文关

键词时间线图可以发现，除了聚类 3（数据挖掘），其

他聚类的持续时间都很长，中文关键词聚类 5（中药

治疗）从 2005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如今，说明中药治

疗高尿酸血症肾病一直在被研究。英文关键词时

间线图可以看出聚类 0（IL-1）和聚类 1（NLRP3）两

种分子已经在该项研究中持续了数十年，表明中药

表8　中文关键词网络的聚类汇总

Table 8　Clustering summary of Chinese keyword networks

聚类 ID

#0

#1

#2

#3

#4

#5

#6

#7

节点数

27

24

23

22

22

21

19

18

轮廓值

0.897

0.927

0.837

0.896

0.883

0.993

0.868

0.930

中间年份

2014

2015

2011

2017

2009

2010

2011

2009

聚类标签

临床疗效

研究进展

代谢组学

数据挖掘

中药灌肠

中药治疗

中药

大鼠

主要关键词

临床疗效；疗效；复发；中药药理；中医治疗

研究进展；土茯苓；进展；临床研究；机制

代谢组学；中药疗法；动物模型；黄春林；尿酸

数据挖掘；用药规律；用药经验；关联规则；危险因素

内服；别嘌呤；中药灌肠；临床观察；别嘌呤醇

中药治疗；疗效观察；痛风石；慢性肾脏病；护理

综述；代谢紊乱；尿酸；中药；临床观察

大鼠；内皮功能；中药（复方）；中药复方；尿酸

图10　中文关键词的聚类网络

Fig. 10　Clustering network of Chinese keywords

图11　英文文关键词的聚类网络

Fig. 11　Clustering network of keywords in English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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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与这两种分子关系密切。

3　讨论

3.1　研究现状

自 2002年以来，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

究发文数量整体呈现了上升趋势，但总体变化幅度

不大，并未成为某一年的研究热点，研究单位直接

的合作也不够密切，并没有形成大的集合体，研究

多集中于国内研究，证明研究者对中药治疗高尿酸

血症肾病还处于认识阶段，没有深入的了解。通过

综合分析关键词的突现性和重要性，探讨中药治疗

表9　英文关键词网络的聚类汇总

Table 9　Clustering summary of English keyword network

聚类

ID

#0

#1

#2

#3

#4

#5

#6

节点

数

35

26

21

19

18

17

13

轮廓

值

0.773

0.797

0.84

0.929

0.839

0.829

0.887

中间

年份

2016

2018

2020

2018

2022

2018

2014

聚类标签

interleukin-1（白细胞介素-1）

NLRP3

oxidative stress（氧化应激）

uric acid nephropathy（尿酸肾病）

network pharmacology（网络药理学）

the flavonoid-rich fraction from rhizomes of Smilax 

glabra roxb（从菝葜根茎中提取的富含黄酮的组分）

anti-oxidative effect（抗氧化作用）

主要关键词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 gut microbiota； 

molecular docking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 liriodendron chinense； 

renal fibrosis； organic cation transporter

oxidative stress；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 

mitochondrial apoptosis

Simiao Pill； nlrp3 inflammasome；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 jian pi； renal 

fibrosis； shi formula

uric acid nephropathy； tanshinone iia； Salvia 

miltiorrhiza； Chinese herb

uric acid nephropathy； tanshinone iia； Salvia 

miltiorrhiza； Chinese herb

图12　中文关键词时间线

Fig. 12　Chinese keywords 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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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热点及研究热点的演变过

程。综合分析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和突现性，发现

3个中文关键词［“痛风”“临床疗效”“用药规律”）和

4 个英文关键词（gout（痛风）、activation（激活）、

cardiovascular disease（心血管疾病）、dysfunction（功

能障碍）］同时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和突现性，表

明它们既在该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在较短

时间内引发广泛关注。“用药规律”在聚类分析中是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建立的，深入探索中药治疗高尿

酸血症肾病的用药规则、配伍禁忌和组方规律，有

助于发现中药在临床上用于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

的规律特征，中药配伍关系，为中药新药研发提供

有力依据。

痛风作为高尿酸血症的主要并发症之一［18］，在

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在许多临床案例中，高尿酸血症既引发肾病，又

引发痛风性关节炎，但是只能说痛风是高尿酸血症

肾病不可忽视的表现之一，因为一般患有高尿酸血

症的患者大概只有 20%会发作痛风，高尿酸血症引

发肾病的概率也在 20%～30%。因此痛风不能同高

尿酸血症划等号，并有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肾病

与痛风严重程度无关，即轻度痛风患者也可能有肾

损伤，重症痛风患者不一定有肾脏病变［19］。因此，

在今后关于痛风同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联

系上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明确痛风和

高尿酸血症肾病的关系。

通过对关键词的聚类发现中药对于治疗高尿

酸血症肾病起着一定的作用，并且中药已经应用到

了临床上，并对中药治疗的临床疗效进行了研究。

威草胶囊包括威灵仙、生首乌、金钱草、黄芪等中

药，吴凡等［20］用威草胶囊对 120位高尿酸血症肾病

患者进行治疗，发现威草胶囊能改善肾功能，降低

血肌酐、血尿素氮的水平。除此之外，四妙散［21］等

中药复方也已经应用于临床，但是对于中药的作用

机制，即基础性研究较少，这也给后续的临床研究

设置了阻碍。因此在关键词时间线图上能够发现

到 2020年以后，对该疾病中药的临床疗效研究处于

停滞状态，导致如今临床上对于高尿酸血症肾病的

治疗大多不考虑病情严重程度，还是多选用副作用

较多的化学药。

对英文关键词聚类展示了与中药治疗高尿酸

血症肾病相关性比较大的 2种分子，其中 IL-1是一

种炎症细胞因子，NLRP3是一种炎症小体，有研究

表明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肾损伤可能与 IL-1 和

NLRP3有关［22］。Wang等［23］研究发现革秘里生物碱

成分通过调节血清尿酸水平和缓解炎症反应来改

善高尿酸血症性肾病，革秘里生物碱可以通过抑制

NF-kappa活性和NLRP3炎症信号通路来减轻高尿

酸血症引起的肾损伤。Xiao等［24］研究发现白藜芦

醇治疗抑制高尿酸血症大鼠肾组织和血清中 IL-1β

和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因子表达。因此中药治

疗高尿酸血症肾病与炎症反应有很大的关系，但是

该结论的产出只涉及几种单味中药的活性成分，并

未存在大量研究来证实这一结论，这也为后面研究

图13　英文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 13　English keywords timelin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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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了研究方向和思路。

综合分析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现阶段存

在以下问题：（1）目前的基础研究多集中在疗效评

价上，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2）目前尚

不清楚中药的肾脏保护作用的机制；（3）近年来，中

西医结合疗法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肾病的治疗［25］，然

而，基于高尿酸血症肾病治疗的相关高质量研究缺

乏；（4）需要严格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来证实中药或

复方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2　研究趋势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反映中药治疗高尿酸血

症肾病研究的前沿趋势。在中文关键词聚类中，聚

类 3的中间年为 2017，是距今最近的年份，包括了数

据挖掘、用药规律、用药经验、关联规则、危险因素

等关键词，表明现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计算机

技术研究中药的用药规律，确定中药同高尿酸血症

肾病的关联规则，从而为后续的基础性研究和临床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对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分

析时发现聚类 4［network pharmacology（网络药理

学）］的中间年份为 2022年，是距今最近年份。在人

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以网络为特色的新一代医药

研究模式应运而生，网络药理学可以从复杂的生物

网络中理解病症，剖析药物作用机制［26］。值得注意

的是网络药理学尤其适用于对中药作用机制的研

究，由于中药具有广谱性［27］，一种中药对多种疾病

都可以产生作用，因此可以应用网络药理学先对治

疗高尿酸血症肾病起作用的中药进行筛选，再使用

该中药进行后续的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药物活性

成分、药效的研究等。

计算机技术成为现阶段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

肾病的研究热点也表明该项研究并未成为一个完

整的体系，也不存在对高尿酸血症肾病疗效明确的

中药供研究者开展深入研究，该项领域还处于发

展阶段。本研究涉及了一种鲜少被人提及的疾

病——高尿酸血症肾病，但是统计显示近年来由于

患高尿酸血症而引起肾损伤的患者不在少数，这也

与人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习惯的改变有关［28］。通

过以上分析的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存在的相

关问题，建议更多研究者能够重视高尿酸血症肾

病，也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

病的研究中，基础研究者投入到临床价值为导向的

创新药物研发及中药作用机制研究中，为临床提供

参考。临床研究者则需进行大规模、多省联动的中

药疗效和不良反应的研究中，为全人类健康做出

贡献。

4　结论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对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

肾病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直观地展现出了其

研究现状和趋势。中英文文献整体发文量呈上升

趋势，表明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被更多研究者

关注，越来越被重视，但发文数量上并不多，表明对

该研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通过对作者和机构

合作网络分析可知该研究主要由国内进行，团队内

部存在合作，但是团队之间的合作较少，广州中医

药大学在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的研究中占据

核心地位，机构合作多是由地方中医药大学同当地

医院进行的，地域性较明显，跨省交流合作几乎为

零。分析结果显示中药已经应用于高尿酸血症肾

病的临床研究中，对疾病起着一定作用，但是缺乏

对其深入的基础性研究，因此限制了临床研究的发

展。有研究表明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与炎症

反应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并未存在大量研究来证实

这一结论。生物医药大数据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也

成为本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通过对该主题的现状

和趋势进行阐述，以此来吸引更多研究者投身到这

项研究领域中，为中药治疗高尿酸血症肾病探寻更

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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