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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文献计量学，总结分析霍山石斛近20年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方法  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

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维普生物医学数据库（VIP）、PubMed、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

中 2003年 1月 1日—2023年 12月 31日的霍山石斛相关文献，Endnote进行文献处理，去除不相关及重复文献，利用VOS 

viewer 进行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结果  霍山石斛 20年来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发表量均呈波动式上升，在数量及时间上，

中文文献比英文文献更具优势；关键词聚类分析显示，首先以霍山石斛培育相关研究为主，其次是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及分子生药学研究较少。结论  霍山石斛培育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临床应用及分子生药学方面研究较少，具有完

善及深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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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of Dendrobium huoshanense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basi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Methods The literature in China Academic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CNKI), Wanfang Database (Wanfang Data), VIP Biomedical Database (VIP), PubMed database and Web of Science 

(WOS) database from January 1, 2003 to December 31, 2023 were searched. Endnote conducts literature processing to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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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levant and duplicate literature, and conducted bibliometric and visual analysis using VOS viewer.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D. huoshanense related research was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time, Chinese literature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English literature. The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D. huoshanense was mainly based on cultivation of D. huoshanense and is limited research on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molecular pharmacology.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molecular pharmacology research of D. 

huoshanense hav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Key words: Dendrobium huoshanense; bibliometric analysis; visual analysis; research progress; hotspot analysis

霍山石斛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

米斛、霍米斛。霍山石斛为安徽的道地药材之一，

主要产自于安徽霍山。霍山石斛的野生资源极其

短缺，但目前已利用组织培养及人工栽培技术对该

物种进行了有效地保护，为霍山石斛的产业化提供

了条件。作为我国常用的名贵中药材，因其具有良

好的临床疗效已被《中国药典》2020年版收录其中。

其味甘，性微寒，归胃、肾经，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

热功效，用于热病津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

干呕、病后虚弱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等症的治

疗［1］。现代化学和药理研究表明，霍山石斛含有氨

基酸、生物碱、多糖和蛋白质等多种化学成分，临床

上用于提高机体免疫力、抗肿瘤、降血糖、抗氧化

等。霍山石斛免疫调节作用、抗肿瘤、肝损伤保护、

抗白内障和抗氧化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药理活

性［2］。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文献

计量学成为确定某领域研究热点及趋势的最常用

方法，它是基于统计学的原理并结合所分析领域的

学科知识，以本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为对象定量地

揭示本研究领域内在规律的交叉学科［3］。鉴于霍山

石斛在医药领域作用巨大，虽然目前已有学者采用

文献计量学对霍山石斛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进

行统计分析，但纳入的数据库较少，文献收集不全

面。本研究全面检索 3个中文数据库及 2个英文数

据库中霍山石斛相关的研究文献，采用文献计量方

法结合VOS viewer可视化分析软件，对霍山石斛的

现有学术研究进行归纳分析，揭示霍山石斛目前的

研究成果，探讨霍山石斛当下研究热点以及未来发

展趋势，为霍山石斛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理论探

讨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采用高级检索，中文检索式：（主题词＝“霍

山 石 斛”or“霍 米 斛”or“米 斛”），英 文 检 索

式 ：（topic＝“Dendrobium huoshanense” or “D. 

huoshanense”），检索时限为 2003年 1月 1日—2023

年 12月 31日，全面检索万方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

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生物医学数据库（VIP）、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及 PubMed 数据库中

的霍山石斛相关文献。

1.2　数据筛选

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到霍山石斛相关文献 1 261

篇，其中 CNKI 427 篇、万方数据库 466 篇、VIP 368

篇。将检索到的文献导入到 Endnote中，去除信息

不全、新闻通讯、会议报道及通知、成果报告等非学

术性文献以及霍山石斛价格类、品种类、专利类等

明显不相关文献 172篇和各数据库重复发表的文献

722 篇，共排除 894 篇，最终纳入原始文献 367 篇。

英文数据库中检索到霍山石斛相关文献共 355篇，

其中WOS数据库 219篇，PubMed数据库 136篇，排

除重复发表的文献 129篇和不相关的文献 91篇，最

终纳入英文文献 135篇。在Endnote中进行关键词、

同义词合并，如“Box-benhnken 响应面设计”和“响

应面设计”统一为“响应面法”，“肝损伤保护”和“保

肝作用”统一为“保肝作用”，“气相色谱法”和“GC”

统 一 为“气 相 色 谱 法”，“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和“HPLC”统一为“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再将经过

处理的原始文献以 Endnote 格式导出包含文章标

题、第一作者、发表年份、关键词、期刊名称等信息

的数据文件并保存数据。将从Endnote中导出的数

据文件修改为 ris格式，并导入 VOS viewer 1.6.15.0

软件中进行分析。

1.3　数据可视化

利用 Endnote 软件对文献进行筛选及整理，把

筛选后的文献导入 VOS viewer1.6.15.0 软件，对其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和网络可视化分析，建立可视

化图谱。利用 Excel 统计中文文献的年度发表趋

势，并对文献下载频率进行分类、筛选及排序。

2　结果

2.1　基于中文数据库的霍山石斛文献计量学分析

结果

2.1.1　文献发表时间 根据每年发表的霍山石斛

相关的中文文献数量，通过分析所纳入的 367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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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献的发表情况，文献年度发表量在 2003—2023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1）；2003—2016年，年度发文

量在 4～22篇内波动式增加，2015年出现了一个小

高峰，达到 22篇；2017—2018年发文量处于平台期，

但较之前有明显升高；2019—2020年，发文量呈快

速上升趋势；2020 年出现最高峰，达 34 篇；2021 至

今，发文量虽呈下降趋势，但总体发展比较平稳，说

明霍山石斛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已经基本稳定，未来

需要投入到探索性研究当中。

2.1.2　高下载文献分析 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

展趋势可以通过文献下载量被侧面反映，该领域文

献下载次数越高，说明其关注度越高。对筛选后每

篇文献的下载次数进行统计，选出下载次数前 10的

文献（下载 1 345～2 512次），见表 1。其中 2010年

发表的“霍山石斛的研究进展 ”下载次数最高，为  

2 512次，该文就霍山石斛的种质资源状况、组织繁

殖与人工移植、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 4个方面进行

综述，阐明了霍山石斛多糖具有显著的提高机体免

疫力和抗白内障活性，阐明了霍山石斛药理活性的

物质基础是以后的研究热点，同时也为霍山石斛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参考。由表 1可知，霍山

石斛的中文文献下载量前 10位的文献中综述性文

献居多，其中霍山石斛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等

为下载热点。在高下载量文献中最新文献发表于

2021年，就霍山石斛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进行

综述，发现霍山石斛有免疫调节作用、抗肿瘤、抗氧

化等功效，其主要成分为多糖、生物碱、氨基酸和其

他化合物，为霍山石斛的临床应用及开发利用提供

了参考依据。

2.1.3　关键词热点分析 本研究将检索的文献导

入 Endnote软件，去除重复、信息不全等相关文献，

将最终纳入的文献以 ris 格式导入到 VOS viewer

中，“Type of analysis”菜单选择“Co-occurrence”，共

现频次阈值设置为 2，进行同义词合并等处理，手动

去除与本研究关注内容不相关的关键词，最终得到

中文关键词 295个，按照关键词出现频次由高到低

排序，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见图 2。图中，每个

颜色代表一个聚类，颜色相同的为同一个聚类。节

点大小反映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关键

词出现的次数越多；两节点之间的距离和连线的数

量、粗细，表示了关键词之间的紧密程度，连线越粗

关键词连接越紧密［4］。由图 2 可知，链接总数为 

646、总链接强度为 1 135，中文关键词形成 3个大聚

类，包括化学成分、栽培技术与组织培养、药理作用

及提取工艺，然后对每个大聚类进一步的分析。

2.1.4　关键词热点聚类分析 最终把关键词共现

网络分析中的 7 个小聚类大致分为 3 个大聚

类（图2）。

（1）聚类 1：霍山石斛主要化学成分研究。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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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2023年霍山石斛相关的中文文献年度发文量

Fig. 1　Annual publications of D. huoshanense related Chi‐

nese literature from 2003 to 2023

表1　下载次数前10位的霍山石斛相关中文文献

Table 1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D. huoshanense download count top 1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文章题目

霍山石斛的研究进展

石斛多糖体外抗氧化活性的研究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体内实验验证霍山石斛治疗胃溃疡的作用

霍山石斛多糖对四氯化碳致急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

霍山石斛药渣中多糖的提取、乙醇分级沉淀、纯化和分子量测定

霍山石斛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霍山石斛多糖的制备、功能和产品开发的研究进展

霍山石斛化学成分研究

霍山石斛不同分子量多糖体外抗氧化研究

霍山石斛的抗炎作用

第一作者

吴胡琦

查学强

桂文琪

黄静

徐海军

钱程程

唐川

赵宏苏

郝杰

汪蒙蒙

年份

2010

2007

2022

2013

2022

2021

2018

2021

2009

2019

期刊

时珍国医国药

食品科学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中国中药杂志

皖西学院学报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食品工业科技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食品科学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下载次数

2 512

2 257

1 979

1 964

1 906

1 721

1 615

1 494

1 373

1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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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为 3个小聚类，小聚类 a：霍山石斛的主要化

学成分；小聚类 b：霍山石斛有效成分的检测方法；

小聚类 c：与霍山石斛同属的其他石斛。在小聚类 a

中，多糖、多酚、生物碱等霍山石斛化学成分的节点

较大，说明霍山石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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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多酚、生

物碱出现频次都在前列，说明这 3个成分受关注度

较高，研究表明这些成分可能是霍山石斛中主要有

效成分［5］。小聚类 b是霍山石斛有效成分的检测方

法，图中包括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高效毛细管

电泳（HPCE）法等。HPLC法是霍山石斛使用率较

高的一种检测方法，经常用于指纹图谱、含量测

定［6-7］。HPCE法被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临床医学、药物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采用HPCE法

能定性定量分析药物［8］。小聚类 c是与霍山石斛同

属的其他石斛，图中显示有铁皮石斛、齿瓣石斛等。

研究表明，石斛同属植物种类较多，且鉴别难度大，

市场常常出现品种混乱现象［9］，所以，石斛的鉴别就

显得尤为重要，一般从形态特征、化学成分，显微鉴

别、分子鉴别等加以区别［10］。

（2）聚类 2：基于霍山石斛的栽培技术与组织培

养的相关研究。该聚类大致可分为 2个小聚类，小

聚类 d：稀土元素、香蕉提取物等对霍山石斛培育的

影响；小聚类 e：原球茎的增殖。霍山石斛在自然条

件下难以萌发，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霍山石斛

的研究队伍，其野生资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

以霍山石斛的栽培技术与组织培养需要快速发展

以提高其产量，满足人们日常需要。胡俊等［11］利用

组织培养技术对霍山石斛类球茎快速繁殖条件进

行了优化，为霍山石斛资源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依

据。李蕤等［12］基于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把霍山石斛

幼茎作为外植体，成功培育了大量的霍山石斛幼

苗，为药用霍山石斛野生资源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价值。

（3）聚类 3：基于霍山石斛的药理作用、提取工

艺及分子生药学的相关研究。该聚类大致分为 3个

小聚类，小聚类 f：霍山石斛有效成分的提取工艺；

小聚类 g：霍山石斛的药理作用；小聚类 h：霍山石斛

的生物信息学及基因克隆相关研究。提取霍山石

斛中的多糖主要采用超声提取、半仿生提取等方

法，为了提高提取率，提取工艺的优化也非常重要，

图中显示了响应面法及单因素实验法来优化霍山

石斛的提取工艺。戴玮等［13］用多糖提取率作为评

价指标，基于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方法，优化了

霍山石斛多糖的半仿生提取工艺研究。秦霞等［14］

采用响应面法，考察了超声波提取霍山石斛多糖的

时间、功率和料液比对提取率的影响，确定超声波

辅助提取霍山石斛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为霍山石

斛的合理开发和应用奠定基础。霍山石斛有增强

免疫力、抗氧化、抗炎、抗肿瘤、肝损伤保护等作

用［15］。图中展示出了霍山石斛对免疫调节、调血

脂、抗肿瘤活性、肾阴虚、白内障等都有一定的积极

 

大聚类 1  

大聚类 2 

大聚类 3 

图 2　霍山石斛相关中文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图

Fig. 2　Co-occurrence network ch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related to D. huoshan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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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霍山石斛多糖能修复 β细胞，促进 β细胞分

泌胰岛素，抑制肠道 α-淀粉酶、α-葡萄糖苷酶活性，

降低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合酶（NOS），可通过

多个途径发挥降糖作用［16］。汪曙等［17］研究表明霍

山石斛多糖对羟基自由基（·OH）、超氧阴离子自由

基（O2
−·）、丙二醛（MDA）和体外温和Vc-Fe2+诱导的

肝匀浆脂质过氧化均具有一定抑制效果。Hsieh

等［18］研究表明霍山石斛不仅可以使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干扰素 -g（IFN-g）、白细胞介素 -10（IL-

10）等细胞因子增长，还可以增强粒细胞巨噬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造血生长因子的功能，

从而提高小鼠的免疫力。李秀芳等［19］研究表明霍

山石斛多糖能够显著增加糖尿病性白内障大鼠晶

状体组织中谷胱甘肽（GSH）水平、降低 MDA 及羰

基水平，提高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谷

胱甘肽还原酶（GR）、谷胱甘肽 S 移换酶（GST）、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酶活力，延

缓糖尿病性白内障的发展。黄森等［20］研究表明霍

山石斛多糖组分 HDP-2 能明显下调人胃腺癌细

胞（SGC-7901）中原癌基因 c-myc的表达，同时大幅

度提高肿瘤抑制基因野生型 p53的表达。霍山石斛

多糖主要药理作用机制见图 3。霍山石斛被列为药

食同源中药材，因其具有抗疲劳等药理作用，所以

常被开发成各种功能性饮品及保健品。李祥坤

等［21］研究表明霍山石斛百香果复合饮料不但可以

增加小鼠负重游泳力竭时间，还可以降低血乳酸和

血清尿素氮的积累，以期达到抗疲劳的目的。黄科

等［22］对霍山石斛茶饮进行了体内实验，结果表明高

剂量的 3∶1的祁门红茶和霍山石斛提取混合物可以

使细胞因子 IL-2和 IL-6水平下降。

2.1.5　关键词叠加时间分析 关键词结合时间的

可视化图谱见图 4。根据时间轴的对应颜色来看，

不同关键词出现的时间早晚与颜色深浅变化一致，

一定程度上可清晰地表现出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

点。从图 4可以看出，霍山石斛前 10年研究主要集

中在种植栽培技术及种植栽培技术的改良等方面，

霍山石斛生长环境特殊，通常在悬崖峭壁，石缝间

隙中被找到，其具有药用价值较高、需求量大、野生

资源濒临灭绝等特点，所以，前期霍山石斛的种植

栽培相关研究较为集中。例如姜绍通等［23］认为磷

对霍山石斛类原球茎生长具有抑制作用。秦自清

等［24］研究了影响霍山石斛人工种子萌发的 5 个因

素（离子交换时间、活性炭、麦芽糖、6-BA/NAA、海

藻酸钠），并优化了种子萌发条件，大大增加了霍山

石斛种子萌发率。近 5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霍山石

斛治疗高血糖、炎症、肿瘤等方面的疾病。总体来

看，近 20年霍山石斛研究涉及多个方向，比如种植

栽培技术、品种鉴定、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提

取工艺的优化、数据挖掘、分子生药学、活性成分及

药理作用等。在药理作用方面，霍山石斛以多糖为

主要研究对象。例如刘川等［25］认为霍山石斛多糖

在 1-甲基-4-苯基-1，2，3，6-四氢吡啶（MPTP）诱导的

帕金森病小鼠中有保护神经功能作用，能缓解运动

缺陷，降低炎症损伤。此外，霍山石斛的网络药理

学研究和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等是最新出现的

研究热点方向，如邓光辉等［26］运用网络药理学研究

出了霍山石斛对非酒精性脂肪肝具有保护作用，其

机制可能与激活磷酸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

Akt）通路、改善胰岛素抵抗和减少炎症反应有关。

方悦等［27］运用 Citespace软件对霍山石斛中英文文

献进行作者、关键词、发文量等可视化呈现。最新

出现的研究热点和方向都与如今社会的信息化的

飞速发展有关，这也从侧面说明关于霍山石斛的研

究紧跟时代研究前沿［28-30］。

2.1.6　研究热点变化 将霍山石斛近 20年的中文

研究热点分为 4 个时间段：2003—2007 年、2008—

2012年、2013—2017年、2018—2023年，文献研究内

容分为栽培技术、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制剂及临

床作用、保健品应用及开发 4个方向，统计每类文章

在每个时间段文献数量，见图 5。由图 5可知，栽培

图3　霍山石斛多糖药理作用机制

Fig. 3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D. huoshanense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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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每个时间段文献数量都比较多，且较为稳

定。近 6年来霍山石斛的活性成分分析、提取及优

化、药理作用机制是研究的重点内容；保健品的开

发及应用前 10年没有受到关注，但后 10年受到了

学者们的注意，其可能与目前生活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更加重视健康生活有关。制剂及

临床应用虽各个时间段都有出现，但一直没有得到

很好的发展，说明霍山石斛制剂及临床应用方

面研究难度较大 ，后期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金、精力。

2.2　基于英文数据库的霍山石斛文献计量分析

结果

2.2.1　文献发表时间 相关英文文献总量较

少（135 篇），根据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分析可知，

2003—2005年发文量均为零，研究人员还没有关注

到霍山石斛；2006—2019年发文量大多为个位数，

2018年达到 10篇，发展速度缓慢；2020—2022年发

文量逐年增加，最大发文量为 2022年的 24篇，2020

年霍山石斛被《中国药典》收载之后，越来越多的研

究人员关注到了霍山石斛的研究价值，国外学者对

霍山石斛的各方面研究也在逐步深入中；2023年发

文量虽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见图6。

2.2.2　关键词热点分析 将纳入的 135篇英文文献

以 ris 形式导入 VOS viewer 1.6.15.0 软件中，“Type 

of analysis”菜单选择“Co-occurrence”，共现频次阈

值设置为 2，手动去除与本研究关注内容不相关的

关键词后，得到英文关键词 61个，按照关键词出现

频次由高到低排序，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图 7）。

由图 7可知，英文关键词形成 2个大聚类，包括活性

图 4　霍山石斛相关的中文文献关键词叠加时间可视化分析

Fig. 4　Overlay tim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ch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related to D. huoshanense

图 5　不同时间段不同研究内容的文献数量变化

Fig. 5　Number of literature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content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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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及药理作用、分子生药学及栽培技术，就每个

聚类进行深度信息挖掘。

（1）霍山石斛的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相关研

究：大聚类 1基于霍山石斛相关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等实验研究。该大聚类包括两个小聚类，小聚类 a

为霍山石斛的活性成分，小聚类 b为霍山石斛的药

理作用。与霍山石斛中文文献相比，英文文献主要

侧重于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霍山石斛的化

学成分有多糖、生物碱、氨基酸等，临床上用于提高

人体免疫力、抗肿瘤、降血糖、抗氧化等。霍山石斛

的活性成分以多糖为主。霍山石斛多糖具有良好

的抗 2型糖尿病疗效，Wang等［31］对霍山石斛多糖的

降糖机制进行了研究，从而发现其降糖机制与其提

高胰岛 β细胞的数目、功能、调控肝脏葡萄糖代谢密

切相关。

（2）霍山石斛的栽培和组织培养技术及分子生

药学相关研究：大聚类 2基于霍山石斛相关栽培和

组织培养技术、分子生药学等实验研究。该大聚类

主要包括的研究有栽培技术、组织培养技术、分子

生药学等多个方面。霍山石斛的中英文文献对比，

中文文献侧重于栽培和组织培养等方面的研究，而

英文文献分子生药学的研究较多。Song等［32］从霍

山石斛基因组中筛选取 6 个磷脂酰乙醇胺结合蛋

白（PEBP）家 族 基 因（DhFT3、DhFT1、DhMFT、

DhTFL1b、DhFT2和DhTFL1al），并且发现在调控开

花过程中，DhPEBPs 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Han

等［33］利用霍山石斛克隆了 GDP-甘露糖焦磷酸化

酶（GMPP）基因。通过对霍山石斛、欧石斛和单叶

石斛进行荧光定量分析，发现GMPP基因在霍山草

本植物茎中的表达量高于在叶、花和根中的表达

量。分子生药学是基于分子层面去研究中药的鉴

定、质量形成及活性成分生产的一门学科［34］。目

前，国内分子生药学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霍山石

斛的分子生药学也是目前霍山石斛的研究热点。

3　结论

3.1　主要结论

霍山石斛在 2020年被纳入《中国药典》，其发展

潜力巨大，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使用 VOS 

viewer软件对霍山石斛 20年间的文献进行了分析，

通过这种方法，让霍山石斛的研究现状、研究方向

以及研究热点展现得更加直观，最后得出以下

结论。

（1）根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发现，中、英文文献

均以霍山石斛多糖的相关研究较多，霍山石斛多糖

出现频次较高，可见该成分普遍受学者关注，但黄

酮类成分、生物碱、多酚等其他成分出现频次偏

少。（2）从文献数量来看，霍山石斛目前所发表的

中、英文文献都相对较少。出现该结果的原因可能

图 6　2003—2023年霍山石斛相关的英文文献年度发文量

Fig. 6　Annual publications of D. huoshanense related Eng‐

lish literature from 2003 to 2023

 

大聚类 1 

大聚类 2 

图 7　霍山石斛相关英文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图

Fig. 7　Co-occurrence network chart of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s related to D. huoshan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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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霍山石斛在 2020年才被纳入《中国药典》，国

内外研究者早期对霍山石斛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被

纳入药典后，文献数量明显增加。（3）霍山石斛被列

为“药食同源”中药材，因其具有抗疲劳、降血糖等

独特药理作用，常被开发成各种功能性饮品及保健

产品。（4）网络药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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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近 20年来霍山石

斛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直观展

示霍山石斛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给霍山石斛的

开发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3.2　建议与展望

本研究针对霍山石斛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霍山石斛的开发研究虽有巨大的潜力，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提出如下 5 点建

议：（1）对霍山石斛的有效成分研究较为局限，目前

以多糖为主，建议扩展霍山石斛中其他类有效成分

的研究。（2）在本次统计分析过程中发现中英文文

献都对霍山石斛的单味药物研究较多，缺少对霍山

石斛复方制剂的相关研究。虽然目前中药复方的

药理研究难度较大，但中药复方制剂有许多优点是

单味药物无可替代的，它不仅可以提高药物疗效，

还可以降低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因此应该更加关

注霍山石斛中药复方制剂的研究，以期提高其临床

应用价值。（3）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有关霍山石

斛的文献大多数还停留在组织培养方面，但英文数

据库中检索到的有关霍山石斛的研究已经上升到

分子水平，说明霍山石斛分子水平的研究得到了国

际学者的重视。石斛属种类繁多，市场品种混乱，

所以霍山石斛的鉴别尤为重要，除了一些常规的性

状鉴别外，未来分子鉴定将是规范石斛市场的重要

手段之一。也应该对霍山石斛基因进行深入研究，

例如黄酮类成分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其生物合成

途径，还可以为其品质形成及科学栽培提供参考。

目前野生霍山石斛资源匮乏，可为后续霍山石斛的

绿色发展奠定基础。（4）目前霍山石斛的复方制剂

较少，主要以口服液及胶囊为主，例如霍山石斛口

服液是霍山石斛配伍桑白皮及黄精，具有降低血糖

的作用，用于糖尿病的治疗。依据中医药理论，未

来霍山石斛还可以跟其他中药配伍或发明更多的

剂型，在临床应用中发展潜力巨大。（5）随着生活质

量的提升，糖尿病人群显著增加同时霍山石斛独特

的降血糖、抗疲劳、增加免疫力的功效，使得未来霍

山石斛保健品的开发还具有巨大潜力。综上所述，

霍山石斛的研究还需继续不断地探索和挖掘。

本研究通过对近 20年的霍山石斛中英文文献

进行梳理，直观展现霍山石斛的研究现状、研究热

点，但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在对中英文

文献进行分析时，仅对其关键词共现和时间可视化

分析，未能对核心作者、研发机构等进行全面分析，

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完善，更全面、细致地分

析霍山石斛相关的研究内容，发现更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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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