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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苦参研究现状与趋势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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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基于CiteSpace 6.1.R6对苦参进行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了解其研究现状及趋势，为将来的基础研究和

临床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维普生物医学数据库（VIP）、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SinoMed）和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限制文献发表时间为 2014—2023年。利用NoteExpress软件对文献进行

筛选并应用CiteSpace 6.1.R6版软件对文献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提取可靠信息。结果  共检索到中文文献

1 887篇和英文文献 421篇。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近 10年中文文献的发文量整体呈下降趋势，英文文献发文量趋于稳定，略

有上升，中文文献量远多于英文文献量。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作者之间存在交流合作并且形成了研究团队，团队内

部存在合作，团队之间缺乏交流。机构之间合作较少，存在跨省交流与跨国合作。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苦参的成分苦参碱

和氧化苦参碱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苦参具有抗肿瘤、抗菌、抗炎等作用，其中抗炎作用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结论  目前苦参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抗肿瘤和抗炎作用，而发挥作用的主要成分为苦参碱；未来对苦参的药用价值和药理作用机制应进

行更加全面、深入且多角度的探索，以期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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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ophora 

flavescens using CiteSpace 6.1. R6, understand its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s  Literature was retrieved from the VIP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Database (VIP),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Service System (Sinomed), and Web of Science (WOS) databases, 

with publication dates limited from 2014 to 2023. NoteExpress software was used for literature screening, and CiteSpace 6.1.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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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was employed for visual analysis of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to extract reliable inform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1 887 Chinese literatures and 421 English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has been declining, while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in English tended to be stable and 

sligh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significantly exceeded that in English. The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authors, forming research teams with internal collaboration but 

lacking inter-team communication. There was limited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encompassing interprovincial exchanges and 

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mponents of S. flavescens namely matrine and 

oxymatrine, had high research value. S. flavescens exhibited anti-tumor, 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with anti-

inflammatory effects being a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 Conclusion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n S. flavescens focuses on its anti-tumor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and the main component of S. flavescens is matrine and oxymatrine, in the future, the medicinal value 

and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S. flavescens should be explored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multi-faceted way, with 

the aim of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research system.

Key words: CiteSpace; Sophora flavescens Ait.; matrine; oxymatrine; anti-inflammatory;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ibliometrics

苦参最早被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又称野槐、

苦木、苦蒿等，为豆科植物苦参 Sophora flavescens 

Ait.的干燥根茎。苦参味苦、性寒，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的功效，归心、肝、胃、大肠、膀胱经，苦参

可以入药，有苦参片、苦参散、苦参煎剂等剂型［1］。

苦参含有复杂多样的有效成分，具有抗炎、抗心律

失常、抗肿瘤、改善肝损伤、抗菌等多种药理作用，

临床上已用于皮肤病、妇科病、内分泌代谢等多种

疾病的治疗［2］。现代研究发现，苦参中主要含有生

物碱、黄酮、苯丙素、萜类等化学成分，其中苦参碱

和氧化苦参碱是其最主要的活性成分［3］。

CiteSpace软件是由陈超美教授于 2004年设计

并开发的，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科学文献可视化和知

识挖掘工具。该软件专门用于分析和揭示科学文

献中的模式和趋势，帮助研究人员探索文献之间的

联系、研究热点以及演进趋势［4］。通过CiteSpace研

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特定学术领域的研究动态，给

自己的研究工作寻找方向和参考依据。

本研究充分利用CiteSpace软件的优势，对苦参

在医药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传统的苦

参综述性文章主要依赖作者自身对文献的阅读和

归纳总结，信息量和前瞻性会有所偏差，而利用

CiteSpace的研究则通过使用引文分析工具来帮助

作者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从而更客

观地展示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希望

通过这种方法识别和挖掘当前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和挑战，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加明确和精准的

研究方向。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维普生物医学数据库（VIP）、中国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SinoMed）作为中文文献检索平台。由于涉及

到苦参的文献较多，且本研究旨在进行研究现状与

研究趋势的分析，因此只选择近 10年的学术文献。

VIP：题名或关键词＝苦参（精确），进行高级检索，

学科限定为医学卫生，语言选择中文，设置时间

2014—2023 年，只选择学术期刊（北大核心、EI、

SCI、CAS、CSCD、CSSCI 收录），共检索到 1 876 篇

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CNKI：篇名＝苦参OR关键

词＝苦参（精确），进行高级检索，文献分类选择医

药卫生科技，语言选择中文，设置时间 2014—2023

年，只选择学术期刊（SCI、EI、北大核心、CSSCI、

CSCD 收录），共检索到 734 篇符合条件的中文文

献。SinoMed：标题＝苦参（智能），进行高级检索，

来源选择中文文献，设置时间 2014—2023年，选择

核心期刊，共检索到2 026篇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作为英文文献检

索平台，检索式为［TI=（sophora） OR KP=（sophora）］，

设 置 时 间 2014—2023 年 ，Document Types 选 择

Article，Languages选择English，Research Areas选择

Pharmacology Pharmacy，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Integr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等与医

药相关的领域，共检索到 421 篇符合条件的英文

文献。

1.2　数据整理

将在 3 个数据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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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in text file-Full Record and Cited 

References”格式导出。利用 NoteExpress 软件对中

文和英文文献根据题录类型、作者、标题、年份进行

重复文献的筛选，剔除缺失作者和年份信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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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对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进行人为筛选，筛选

方式是通过快速浏览文献的标题和摘要，初步筛选

出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文献，异常文献需经过至少

2位研究者的共同讨论决定是否剔除。最终剩余与

本研究相关的 1 887篇中文文献和 421篇英文文献。

并将中文文献的“数据库提供者”全部改为“CNKI”，

英文文献的“数据库提供者”全部改为“WOS”后，分

别 以“Refwork”格 式 导 出 ，保 存 文 件 命 名

为“download.txt”。

1.3　数据处理

利用CiteSpace 6.1.R6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绘制

苦参在国内外医药研究领域现状和趋势的可视化

图谱。软件时间参数设置跨度为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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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苦参医药方面研究的相关中文和英文文献

进行年发文量的统计，结果见图 1。结果显示，随着

年份的增长，近 10年中文文献发文量总体呈下降趋

势，2018—2019年间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年发文量

减少了 60篇。中文年均发文量都多于英文文献，英

文文献发文量整体趋于平缓，没有明显的变化。在

2015 年到达了中文文献发文量的峰值（242 篇），

2020 年和 2021 年是英文文献发文量的峰值，均为

53篇。从整体发文数量看，苦参医药领域相关研究

的文献数量较多，表明对于苦参的重视程度较高，

但是随着研究手段的进步，近几年的整体发文量有

所减少，表明对于现阶段的苦参新作用的挖掘可能

处于停滞状态。

2.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在近 10年间共有 490位中文和 332位英文文献

作者参与到了苦参的研究中，作者合作网络图见图

2，图中只显示主要作者和集群。节点用年轮表示

法，节点代表作者，节点大小反映作者发文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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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间的连线反映了作者之

间的合作［5］。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的作者合作网络

密度值分别为 0.006 5和 0.008 6，表明作者之间存在

交流合作并且形成了研究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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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主要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群，核心作者包括沈雅

琴、张明发、庄严等，存在 5个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群，

核 心 作 者 包 括 Chen Lei、Yang Xinzhou、Zhang 

Zhijun等。表 1是发文量前 8的作者统计，其中中文

文献发文量最高的为沈雅琴和张明发，最高发文量

为 27 篇，英文文献发文量最高的为 Chen Lei，发文

量为14篇。

2.3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中文的 1 887篇研究相关文献共涉及 348家研

究机构，英文的 421篇文献共涉及 220家研究机构，

表 2是发文量排名前 10的研究机构。发表中文文

献数量居于高位的机构属性比较广泛，包括公司、

医院、大学等，2014—2023年发文量最高的机构为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发文数量为 27篇，该机构

在苦参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其主要作者包括沈

雅琴和张明发，为近 10年中文文献发文量最高的 2

图1　2014—2023年苦参医药领域研究中、英文文献年发文量

Fig. 1　Annual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publications on S. flavescens in field of medicine from 2014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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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作者，他们一直致力于苦参碱对于多种疾病的药

理作用的研究。发表苦参相关研究英文文献的机

构主要为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学，发文最多的是来自

韩国的 Dongguk Univ Seoul（首尔东国大学）、

Chonbuk Natl Univ（全北大学）、Korea Res Inst 

Biosci & Biotechnol（韩国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

院）和来自中国的 Guangxi Univ（广西大学）、

Beijing Univ Chinese Me（北京中医药大学），发文量

均为5篇。

利用 CiteSpace软件绘制的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图见图 3，中文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密度值为 0.002 7，

英文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密度值为 0.006 4，提示机

表2　苦参中、英文文献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机构

Table 2　Top 10 institutions with high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publications on S. flavescens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文文献

机构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哈尔滨商业大学药学院

北京振东光明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中医药大学

宁夏医科大学药学院

发文量/篇

27

19

15

15

13

13

11

11

9

9

最早年份

2018

2016

2017

2017

2014

2016

2016

2019

2014

2014

英文文献

机构

Dongguk Univ Seoul

Chonbuk Natl Univ

Guangxi Univ

Korea Res Inst Biosci & Biotechnol

Beijing Univ Chinese Med

Nanjing Agr Univ

Lanzhou Univ

Aichi Gakuin Univ

Badr Univ Cairo

Univ Chinese Acad Sci

发文量/篇

5

5

5

5

5

4

4

4

4

4

最早年份

2014

2016

2017

2015

2015

2017

2014

2014

2020

2021

表1　苦参发文量排名前8的中、英文文献作者

Table 1　Top 8 authors with high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publications on S. flavescen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作者

沈雅琴

张明发

庄严

张寅

谢雁鸣

海丽娜

陈岑

沈祥春

中文文献

发文量/篇

27

27

18

18

18

17

17

14

最早年份

2018

2018

2017

2017

2017

2019

2017

2015

作者

Chen Lei

Yang Xinzhou

Zhang Zhijun

Li Rongtao

Chen Yun

Liu Dan

Zhang Xu

Liu Yi

英文文献

发文量/篇

14

11

 9

 9

 8

 7

 6

 6

最早年份

2016

2015

2020

2020

2014

2020

2021

2020

图2　苦参中、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Fig. 2　Authors cooperation network for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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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合作较少。图中也能看到跨省交流与跨国

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发文量最高的上海美优制药有

限公司与其他机构不存在明显合作。

2.4　国家合作网络分析

本研究也进行了涉及苦参的英文文献的国家

合作网络分析，由图 4可知，英文文献国家合作网络

密度值为 0.085，表明涉及苦参研究的国家存在交流

合作，但是合作并不多。图中较为明显的连线展示

的是 2023年存在的国家合作，表明最新的合作在欧

美国家展开。表 3展示了英文文献发文量前 5的国

家，中国的发文量处于最高位置，共计发表了 305

篇，表明中国对于传统中药苦参的重视程度较高，

研究的高度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发文量排名前 5

的国家中有 4个均是亚洲国家，其中 3个是东亚国

家，因此推断对于中药研究较为重视的国家集中于

东亚。

2.5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一种揭示文献集中研究焦

点的有效方法，它能够映射出学术领域内的研究现

状、热点议题以及演进趋势［6］。通过开展关键词的

突现性分析，研究者不仅能够识别出特定时间段内

的热门研究方向，还能洞察到最新涌现的研究动

态。此外，对关键词执行聚类分析，可以揭示不同

研究领域的主题分布和学术前沿，从而为研究者提

供宏观的研究视角［7］。进一步地，结合时间线图的

分析，研究者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观察到关键词的演

化历程，这包括某个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点，以及

随时间推移关键词的分布和变迁［8］。这种综合分析

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2.5.1　共现网络分析 通过 CiteSpace软件进行关

键词的分析，结果见图 5、6。中文和英文文献中分

别包含 397和 313个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名前 10的

关键词见表 4。对中文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出现

频数较高的关键词包括苦参碱（490次）、苦参（189

次）、苦参素（126次）、凋亡（72次）等。说明对于苦

参中成分苦参碱和苦参素的研究处于高位，而苦参

作为一种潜在的抗癌药物，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来抑

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9］。图 5中可以看到苦参对

于多种癌症均有治疗作用，除了抗癌作用，其还有

抗菌、抗炎的作用，苦参凝胶即为用于治疗阴道炎、

宫颈糜烂等疾病的药物。英文文献中出现的高频

关键词包括Sophora flavescens、root、flavonoid等，研

究表明苦参的根具有多种作用，包括清热燥湿、利

表3　苦参英文文献发文量前5的国家

Table 3　Top 5 countries with high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publications on S. flavescens 

序号

1

2

3

4

5

国家

PEOPLES R CHINA（中国）

SOUTH KOREA（韩国）

JAPAN（日本）

USA（美国）

IRAN（伊朗）

发文量/

篇

305

  44

  18

  17

  12

最早年

份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图4　苦参英文文献国家合作网络图

Fig. 4　Countries cooperation network for English litera‐

tures on S. flavescens

图3　苦参中、英文文献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Fig. 3　Institutions cooperation network for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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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抗肿瘤等［10］。综上可知，中药苦参相关研究的

关键词的类型较多，提示了其在治疗疾病方面的更

多方向和可能。

2.5.2　中心性分析 中介中心性（CB）是网络分析

中用于评估节点重要性的一个关键指标。它反映

了节点在网络中的桥梁作用，即节点在连接网络中

其他节点对之间的路径上扮演的中介角色。当节

点的CB值达到或超过 0.1时，该节点被视为具有高

中心性，这意味着它在共现网络中占据了一个关键

的中介位置［11］。苦参的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共发现

了 6个高中心性中文关键词和 8个高中心性英文关

键词，结果见表 5，其中苦参碱、苦参、苦参素、临床

疗效等中文关键词的 CB最高，Sophora flavescens、

root、expression、matrine 等英文关键词的 CB 最高。

中文关键词临床疗效提示苦参的研究集中于临床

层次。中英文文献中均存在的高中心性关键词为

苦参碱，充分体现了该成分的重要性。

2.5.3　突现性分析 突现关键词，又称爆发关键

词，指在某一时间段受到广泛关注的主题，突

现词可用于预测未来研究的发展动态［ 12］。通

过分析中英文文献的突现词发现苦参在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研究热点，而距离现在最近的突现

时间较长的关键词包括炎症反应、药理作用、

氧 化 应 激 、抗 炎 、gut microbiota（肠 道 微 生 物

群 ）、ulcerative coliti（ 溃 疡 性 结 肠 炎 ）、

mechanism（机制），这说明了最近苦参的研究热

点聚焦于其抗炎机制和药理作用的研究上，其

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中文突现词中突现强度最大的是真实世界（8.2），通

过对真实世界中的患者进行观察和分析，可以帮助

研究者更好地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方

法［13］，表明在 2017—2018年对于苦参的临床研究热

情高涨。见图7。

图6　苦参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 6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in English litera‐

tures on S. flavescens 

图5　苦参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 5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in Chinese litera‐

tures on S. flavescens

表4　苦参中、英文文献中出现频数排名前10的关键词

Table 4　Top 10 keywords of high frequenc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文文献

关键词

苦参碱

苦参

苦参素

凋亡

细胞凋亡

免疫功能

化疗

临床疗效

苦参凝胶

顺铂

频数

490

189

126

72

64

63

57

54

45

44

最早年份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英文文献

关键词

Sophora flavescens

root

flavonoid

cell

alkaloid

expression

matrine

constituent

in vitro

inhibition

频数

127

61

51

39

38

38

35

33

31

24

最早年份

2014

2014

2014

2016

2014

2015

2014

2014

20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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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可以更好地理解研

究领域的分布情况，聚类中包含的节点越多，代表

下属的关键词越多，该聚类的规模越大越重要，结

果见图 8。#0是规模最大的聚类，其中文文献聚类

标签为“复方苦参注射液”，下属关键词包括胃癌、

非小细胞肺癌等，表明复方苦参注射液的研究针对

其对癌症的治疗作用。在网络聚类分析中，聚类系

数（Q）和平均轮廓值（S）是评估聚类效果的 2 个核

心指标［14］。中文文献网络Q值为 0.502，英文文献网

络Q值为 0.721，均大于 0.3，表明网络聚类的划分具

有显著性［15］。表 6和 7所展示的 S值均超过了 0.5界

限，表明所进行的网络聚类分析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16］。对于中文聚类进行分析，聚类 0、6、7

均是苦参的剂型，表明其注射液、凝胶和汤剂对疾

病均有治疗作用，其成分苦参碱和苦参素也有较高

价值。英文聚类涉及到了核因子-κB（NF-κB）这个

图8　苦参中、英文文献关键词的聚类网络

Fig. 8　Clustering network of keyw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图7　苦参中、英文文献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 7　Emergence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表5　苦参CB≥0.1的中、英文文献关键词

Table 5　Keywords of CB ≥ 0.1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序号

1

2

3

4

5

6

中文关键词

苦参碱

苦参

苦参素

临床疗效

苦参汤

免疫功能

CB

0.81

0.39

0.19

0.12

0.12

0.11

最早年份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2014

频数

490

189

126

  54

  31

  6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英文关键词

Sophora flavescens

root

expression

matrine

in vitro

constituent

cell

alkaloid

CB

0.28

0.17

0.15

0.15

0.13

0.12

0.10

0.10

最早年份

2014

2014

2015

2014

2014

2014

2016

2014

频数

127

  61

  38

  35

  31

  33

  3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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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通路，有研究表明氧化苦参碱可以通过下

调 Toll 样受体 4（TLR4）/NF-κB 通路在脂多糖刺

激的巨噬细胞中发挥抗炎特性［ 17］。聚类 4 涉及

到肠道微生物的研究，有研究发现氧化苦参碱

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稳定性从而达到治疗

结肠炎的目的［ 18］。

2.5.5　时间线图分析 对苦参相关研究涉及到的

中、英文关键词进行时间线图的分析，时间线视

图（图 9和 10）可直观呈现每个聚类的时间跨度以及

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的时间分布，能清晰展示该研

究的演化进程。时间线图的纵轴为聚类的标签，横

轴为发表文献的年份，轴上节点表示关键词。通过

分析中文关键词时间线图可以发现，除了聚类 7（苦

参凝胶），其他聚类的持续时间都延续至今，时间轴

上的关键词显示复方苦参注射液主要用于抗肿瘤

研究，苦参凝胶起到抗菌、抗炎作用。英文聚类

Sophora flavescens轴上涉及到的关键词包括网络药

理学和分子对接等，这也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用于

中药机制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整体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中文文献更集中于探究苦参的药理及临床作

用，而英文文献则更加关注其作用机制。

3　讨论

3.1　研究现状

对 2014—2023年发表的关于苦参的 1 887篇中

表6　苦参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汇总

Table 6　Summary table of keyword cluster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聚类 ID

#0

#1

#2

#3

#4

#5

#6

#7

节点数

69

65

61

52

35

32

27

22

轮廓值

0.831

0.671

0.865

0.822

0.88

0.871

0.862

0.833

中间年份

2016

2016

2017

2016

2018

2016

2019

2017

聚类标签

复方苦参注射液

苦参碱

苦参

苦参素

细胞凋亡

凋亡

苦参汤

苦参凝胶

主要关键词

胃癌、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康复、ca-125抗原、替吉奥

凝胶强度、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hl-60细胞凋亡、栀子苷

抗敏颗粒、木脂素、分子描述符、纸片扩散法

临床评价、靶点、逆转、肝硬化失代偿、稳定性考察

肺损伤、槲皮素、良性前列腺增生、皮肤T细胞淋巴瘤、扁桃苷

鼻咽肿瘤、肝癌细胞、吉非替尼、白念珠菌、tm40d人乳腺癌

复杂性肛瘘、五倍子汤、术后并发症、加味蛇床子汤、免疫平衡

用药方案、NF-κB、苦豆子、高频电波刀、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表7　苦参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汇总

Table 7　Summary table of keyword cluster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聚类 ID

#0

#1

#2

#3

#4

#5

#6

#7

节点数

55

53

42

40

33

32

31

18

轮廓值

0.693

0.699

0.731

0.717

0.772

0.714

0.682

0.851

中间年份

2019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6

2016

聚类标签

quinolizidine 

alkaloids

Sophora flavescens

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inhibitor

gut microbiota

expression

Sophora japonica

oxymatrine

主要关键词

sophora leachiana、character evolution、lupinus、vietnam、hilic-

uhplc-tq-ms/ms

bone resorption、glycobiomarker、chromatography、 

phosphodiesterase 10a inhibitors、ligand binding

drug design、u87mg、tgf-beta、invasion、combination formula

endophytic fungus、antioxidant activity、topoisomerase 

inhibitory avtivity、pb ultrastructural localization、hplc-pad

phosphorylated modification、multicenter、virus adsorption、

root、sulfated modification

sophora alopecuroid、total alkaloid of sophora alopecuroides、 

pathway、mtor signaling pathways、vmc

phosphorylation、 heme oxygenase 1、mulberry、 thymidylate 

synthase、keap1

flavonostilbene、legume lectin、systems pharmacology、immune 

checkpoint、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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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献和 421 篇英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

示，近 10年中文文献的发文量整体呈下降趋势，英

文文献发文量趋于稳定，略有上升，中文文章年发

文量远多于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结果显

示作者之间存在交流合作并且形成了研究团队，团

队内部存在合作，团队之间缺乏交流。机构之间合

作较少，存在跨省交流与跨国合作，发文量最高的

机构是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国家合作网络分

析结果显示对于苦参研究比较多的国家集中于亚

洲，考虑原因可能是苦参在亚洲地区有着悠久的药

用历史，被广泛用于中医药和民间药物中，因此在

亚洲地区有较多的种植和使用，其中发文量最高的

2个国家分别为中国和韩国。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

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苦参碱，共出现了 490次，

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也是苦参碱，表明苦参碱是苦

参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苦参碱

主要包括苦参碱、氧化苦参碱、槐果碱和槐定碱等

生物碱，其化学结构归属于喹诺嗪类生物碱［19］，苦

参碱具有多种药理活性［20-21］，其中，抗肿瘤活性最为

突出，复方苦参注射液就是我国临床广泛使用的抗

肿瘤药物［22-23］。

对中文突现词进行分析发现真实世界在

2017—2018年成为热词，真实世界研究是指通过系

统收集患者在常规临床医疗或健康维护环境下产

生的数据，在预先设定好的研究方案下，经过一系

列的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最后比较

药品医疗器械等治疗措施的安全性、有效性［24］。早

在 2016年，美国就通过发布《21世纪医药法案》，探

图10　苦参英文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 10　Timeline map of keywords in English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图9　苦参中文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 9　Timeline map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s on S. flav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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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利用“真实世界证据”批准现有药品新适应证和

相关研究，随之而来的是真实世界迅速爆火。而在

中国，与真实世界有关的政策是从 2017年的国务院

42号文以及 2018年发布的《真实世界研究指南》开

始，进入加速发展期，政府或研究机构可能提供了

更多的资金支持，以促进苦参真实世界研究的

发展。

中文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苦参的研究领域包

括注射液、汤剂、凝胶等多种剂型，上面已经提到注

射液主要用于抗肿瘤的研究，苦参凝胶用于治疗阴

道炎、瘙痒等妇科疾病［25］，苦参汤熏洗可以用于治

疗肛周脓肿［26］、混合痔术后疼痛［27］、斑块性银屑

病［28］等。苦参剂型和给药途径不同，临床用药也不

尽相同。比如内服剂型适用于治疗热毒病、感冒发

热、咽喉肿痛等；外用剂型适用于湿疹、瘙痒等皮肤

病；注射剂型适用于病情稍重需要更快速、更有效

地发挥药效的疾病。中文聚类 7和英文聚类 2的主

要关键词均为NF-κB通路，表明苦参发挥治疗作用

可能与该通路有关。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苦参可以

通过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NF-κB 通

路改善免疫平衡来缓解特应性皮炎［29］；裴琳秀等［30］

研究发现苦参及其炮制品通过对TLR4/髓样分化因

子 88（MyD88）/NF-κB通路的调节而对小鼠湿热型

溃疡性结肠炎起到治疗作用。以上来看苦参发挥

抗炎作用似乎都与 NF-κB 通路有很大关联。对于

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中文文献对

于苦参的研究范围较广，包括药理作用、临床疗效、

机制研究等，而英文文献研究范围较窄，多为基础

性研究，缺乏临床研究，表明国外对于苦参药用价

值的认可程度偏低。但是研究结果也能够证明苦

参是具有临床价值的，比如首尔大学药学院研究发

现从苦参的根中分离出一系列黄酮类化合物对革

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具有有效的抑制活性［31］，另

外苦参碱能够诱导多种结直肠癌细胞系凋亡并通

过 B淋巴细胞瘤-2（Bcl-2）和 Caspase-3以最小的副

作用抑制肿瘤生长［32］。

总体分析表明现阶段对于苦参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对其抗肿瘤和抗炎作用的研究，而发挥作用的

主要成分为苦参碱。虽然苦参还能治疗其他多种

疾病，却没有进行大量和深入的研究，导致对苦参

的开发还不够，而国外对其研究也不多，基本处于

停滞状态，因此出现发文量呈整体下降的现象，出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对苦参的开发已经完全

了，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1）苦参具有多种药

理作用，但其具体的药效和作用机制仍然需要

进一步研究和验证，药效评价的难度较大；（2）

对于苦参的药理学、化学成分、药效等方面的

研究仍然相对不足，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和

深入的研究成果；（3）苦参等亚洲中药材的研

究成果在国际上的传播和推广较为有限，导致

国外对其研究较少。

3.2　研究趋势

国外一些科研机构和学者可能更加关注本国

或本地区的中药材研究，对于亚洲地区的中药材研

究投入有限，导致对苦参等亚洲中药材的研究较

少。国家合作网络分析结果显示 2023年欧美国家

展开了对苦参研究的合作，证明国外开始重视苦参

的研究，如果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将会推动中

药苦参的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对于关键词突

现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药苦参的研究热点在

其抗炎作用。炎症是许多疾病的共同特征，如风湿

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病、炎症性皮肤病等，苦参具有

较好的抗炎效果且不良反应较小，因此在炎症性疾

病的治疗中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对苦参抗

炎作用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和

推广。

4　结论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对苦参相关文献进行

分析，直观地展现了其研究现状及趋势。目前

国内已有苦参相关药物用于临床，但其作用机

制并没有被明确 ；而国外苦参则缺乏临床应

用，对苦参的认知偏低。未来对苦参的药用价

值和药理作用机制应进行更加全面、深入且多

角度的探索 ，以期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研究体

系。这样的研究努力将为苦参在临床医学和保

健实践中的应用提供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并

为其发展和创新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同时也呼吁全球的科研工作者认识苦参的独

特价值，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本领域的研究。通过集

体的智慧和协作，不仅可以推动苦参药用价值的发

现与验证，还能为开发新型药物提供重要的科学依

据，进而为临床研究带来宝贵的参考信息，共同推

进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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