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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胡产地与市场调研及研究热点与趋势可视化分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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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梳理前胡 Peucedani Radix 相关研究文献脉络，绘制前胡相关研究科学知识图谱，结合前胡产地与市场调

研分析研究现状和问题，旨为前胡的后续深入研究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提供参考和建议。方法  采集前胡主产区的气候因子数据、

各药材市场前胡价格变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同时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前胡 20 年来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科研合作、主题共

现、共被引分析。结果  前胡古今产地基本一致，目前主要产区主要集中于浙、皖、赣、黔、川、渝等地，不同产区生态环境、

种质资源、种植技术对于前胡药材品质的形成产生着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传统前胡药材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并无商品规

格等级之分，当前市场将前胡分为栽培和野生 2 个规格，但以栽培前胡为主流商品，未来前胡价格将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结论  

基于生态种植理念的栽培技术研究及客观适宜的优质优价体系的建立是前胡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香豆素类药效成分的生物合

成途径解析及转录调控研究是提升前胡品质的重要途径，复方配伍规律的挖掘和分析以及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是前胡现代化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胡产业化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前景，其现代化发展与国际化发展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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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and research on orig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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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of Qianhu (Peucedani Radix) was drawn by research literature mining, and 

combined with its origin and market research,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lated problems were analyzed, which provided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eucedani Radix. Methods  The data of climatic factors 

in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and the data of price changes in the medicines markets of Peucedani Radix were collected and conventi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research cooperation, theme co-

occurrence and co-citation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Peucedani Radix in the past 20 year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of Peucedani Radix concentrated in Zhejiang, Anhui, Jiangxi, Guizhou,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ancient. The quality of Peucedani Radix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planting techniques. The traditional medicinal materials of Peucedani Radix mainly come from wild resources without 

classification of commodity specifications and grades. At present, the market divides Peucedani Radix into cultivated and wild 

specifications, but cultivated is the mainstream commodity, and the price of Peucedani Radix will be polarized in the futur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quality and high-price system ar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eucedani Radix industry. The analysis of synthesis pathway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coumarins are the way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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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ucedani Radix. The excavation of compound compatibility rules and the study of pharmacodynamic material 

basi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modernization research of Peucedani Radix. Peucedani Radix industrialization shows great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while it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 Peucedani Radix; bibliometrics; origin research; market research; visual analysis 

 

前胡 Peucedani Radix 为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 的干燥根，味苦、

辛，微寒，归肺经，具有降气化痰、散风清热的作

用，始载于《名医别录》。前胡中主要含有香豆素类、

菲醌类、有机酸类、甾醇类及挥发油类等化学成分，

其中香豆素类成分是其主要药效成分。前胡传统功

效及现代药理作用广泛且显著，不仅在止咳、平喘

等传统功效方面，而且在抗肿瘤、强心及心血管疾

病防治等现代药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具有巨大

的治疗潜力及广阔的开发前景[1]。近年来，关于前

胡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质量标准、生物合成、产

地变迁等主题研究的发文量逐年上升[2-4]，但未见系

统可视化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报道。科学知识图谱作

为科学计量学的新方法，具有“图”和“谱”的双

重性质与特征[5]；与传统综述相比，绘制科学知识

图谱能够更深刻地揭示研究对象或领域发展的现状

和趋势、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 CiteSpace 是在科学

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

文可视化分析软件，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

潜在知识，在不同学科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6]。 

本研究以 CiteSpace 软件为主，绘制前胡相关

研究科学知识图谱，梳理前胡相关研究文献脉络，

并结合前胡产地资源与市场行情调研，以期识别并

显示其现状与趋势、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

问题，为后续研究方向提供参考依据和数据支撑。 

1  前胡产地资源与市场行情调研分析 

1.1  前胡产地资源调研分析 

历史上，前胡产区记载可追溯至汉魏《名医别

录》：“生下湿地，出吴兴者为胜”，至宋代《图经本

草》载：“今陕西、梁、汉、江淮、荆襄州郡及相州、

孟州皆有之”，唐代《日华子本草》载：“越、衢、

婺、睦等处皆好”，明代《本草纲目》载：“今最上

者，出吴中”。由此可见，前胡产区并未发生较大变

迁，主要集中在“吴中、吴兴”，即今浙、赣、皖一

带。近年来，市售前胡产区主要分布于安徽、浙江、

江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 9 个

地区。其中，安徽省“宁前胡”和浙江省“淳安白

花前胡”分别于 2010、2020 年获得“农产品地理标

志”的称号。另外，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于 2019 年发

布的《道地药材标准（157 项）》中规定了道地药材

“信前胡”产区，即浙、皖、赣 3 省交界的浙江淳安、

临安，安徽宁国、绩溪，江西上饶及周边山区，前

胡古今产地基本一致。 

为进一步分析前胡产区形成及迁移的生境因

素，在“中药资源空间信息网格数据库”

（http://www.tcm-resources.com）中采集了上述 9 个

前胡主产区的主要气候因子数据（1950—1999 年）[7]，

包括年平均气温（AAT）、1 月平均气温（AT-1）、1

月平均最低气温（LT-1）、7 月平均气温（AT-7）、7

月最高气温（HT-7）、年日照时数（ASH）、年降水

量（AP）和年平均相对湿度（ARH），对数据进行

聚类分析，见图 1。 

 

图 1  前胡不同产区气候因子聚类分析 

Fig. 1  Cluster analysis of climatic factors in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of Peucedani Radix 

结果表明产区气候可分为 5 类，具有明显的地

域特征：浙江、安徽、江西聚为一类（G1），贵州、

四川聚为一类（G3），重庆、湖南聚为一类（G4），

云南（G2）、湖北（G5）分别单独为一类，与实际

前胡主产区形成及辐射产区迁移情况相契合。自《中

国药典》 2005 年版删去前胡项下“紫花前胡

Peucedanum decursivum (Miq.) Maxim.”这一基原并

且新增含量测定项“含白花前胡甲素（C21H22O7）不

得少于 0.90%”，为满足前胡市场供需，以千岛湖为

中心的浙、皖、赣 3 省交界地区，顺势形成了我国

第 1 个较为集中的前胡栽培产区；至《中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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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版前胡项下再次增加“含白花前胡乙素

（C24H26O7）不得少于 0.24%”的标准后，为开拓新

兴种植基地，贵州安顺、遵义、铜仁等地引种前胡，

形成了第 2 个前胡集中产区；随后，在引种成功的

基础上及市场环境的推动下，重庆、四川等地也形

成了一定规模的集中产区；至此，形成了目前我国

前胡药材的 3 大主要产区[8]。 

1.2  前胡市场行情调研分析 

中华中医药学会于 2018 年发布的团体标准《中

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前胡》（T/CACM 1021.74-

2018）中根据药材直径≥1.0 cm 占比数及下部分支

多少将前胡药材分为选货和统货。市售前胡主要有

栽培、仿野生、野生 3 种来源，而不同来源的前胡

之间商品率及合格率差异显著。当前野生前胡虽然

商品率及合格率最高，但其产能局限、货源稀缺；

仿野生前胡介于栽培与野生之间，栽培前胡由于抽

薹、品种退化等诸多问题，商品率及合格率最低，

但仍是市场主流商品来源。宏观上，前胡市场行情

的涨跌周期，受社会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国家政

策、资本介入等原因所引起的不平衡的“供求关系”

主导；微观上，前胡市场行情受“产新期”影响会

引起小范围波动，一般在冬至后至第 2 年萌芽前，

集中于 12 月至次年 1 月。 

为深入了解前胡市场行情变化的主导因素，从

“中药材天地网”（https://www.zyctd.com）收集了各

药材市场前胡统货与野生品价格数据，绘制价格走

势图，如图 2 所示。 

从 2010 年至今前胡市场价格变化可分为 5 个

阶段，分别为价涨量缩的“高峰期”（2010 年初至 

 

 

图 2  前胡统货与野生品价格变化 (2010—2022) 

Fig. 2  Price changes of gradeless and uniformly-priced 

goods and wild products Peucedani Radix (2010—2022) 

2011 年末）、价跌量增的“低谷期”（2012 年初至

2013 年末）、价涨量平的“回暖期”（2014 年初至

2015 年末）、量价齐升的“上升期”（2016 年初至

2017 年末）、量跌价滞的“观望期”（2018 年初至

今）。前胡市场周期律约为 3 年，并呈现波动增大、

周期拉长的趋势，前胡的量价互动变化过程不同于

一般市场逻辑的自然发展规律的良性循环，即“量

跌价滞（观望期）→量价齐跌（低谷期）→量升价

稳（回暖期）→量价齐升（上升期）→价涨量缩（高

峰期）”。前胡市场每一个完整的涨跌周期，所受到

的主导因素不同，其中自然灾害与资本介入二者是

造成其不平衡“供求关系”的主要原因，而供求关

系的失衡也是决定市场行情非自然发展的根本原

因。未来前胡价格将呈现两极分化态势，栽培前胡

主要受含量因素限制，商品率低价格难有较大突破，

仿野生前胡栽培技术尚不成熟，难以形成核心竞争

力优势，而野生前胡由于资源匮乏，价格仍有上升

空间。 

2  前胡国内外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2.1  资料与方法 

2.1.1  数据采集  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科学引文

数据库（http://www.sciencechina.cn/scichina2/index. 

jsp），检索字段为“主题”（包含标题、摘要、作者

关键词），以“前胡”为检索词，共检索出 769 条结

果，对检索结果进行核查，发现无效文献主题词为

“欧前胡素”及“异欧前胡素”。重新检索，检索式

为 TS＝前胡 NOT 欧前胡素，共筛选出 315 条有效

结果。 

英文文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引文

数据库（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 

advanced-search），检索字段为“topic”（包含检索标

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和 keywords plus），检索词为

“Qian-Hu”和“Peucedanum praeruptorum”，检索式

为 TS＝'Qian-Hu' OR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共检出“150”条有效结果。 

以上数据采集时出版日期自定义为“200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1 日”。 

2.1.2  数据处理  以 CiteSpaceV（6.1.R2 Basic）对

所采集的 465 条有效数据进行科研合作、主题共现、

共被引分析分析，设置工程参数 LRF＝3.0、L/N＝

10、LBY＝5、e＝1.0，根据不同分析深度和方向分

别选择合适的时间切片（time slicing）与数据阈值

（selectio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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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数据可视化  调整过滤器（filter）、节点

（nodes）、连线（links）、标签（labels）等参数得前

胡中英文科学知识图谱，图中网络节点之间的远近

反映主题内容的亲疏关系，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

联关系的重要程度，图谱密度表示合作强度，聚类

模块值（modularity Q）和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 S）

反映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 

2.2  结果 

2.2.1  科研合作网络分析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N＝165，E＝266（density＝0.019 7），表明共纳入中

文作者 165 位，合作关系 266 次，形成网络密度为

0.019 7 的作者合作知识图谱，见图 3。累计发文量

最高的作者为“肖永庆”，累计发文 9 篇，发文量≥

5 篇的作者共 15 位（9.09%），其中肖永庆、李丽、

张村等团队以前胡的化学成分及质量标准研究为

主，其研究结果为《中国药典》2005 年版白花前胡

药材的质量标准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N＝195，E＝612

（density＝0.032 4），表明共纳入英文作者 195 位，

合作关系 612 次，形成网络密度为 0.032 4 的作者

合作知识图谱，见图 4。累计发文量最高的作者为

“孔令义”，累计发文 22 篇，发文量≥5 篇的作者共

19 位（9.74%），其中孔令义、赵玉成、罗俊等团队

以白花前胡中香豆素类成分的分离鉴定及药理活性

研究为主，推动了前胡药效成分的合成途径及转录

调控的深入开展。 

2.2.2  主题共现网络分析  中文文献关键词网络

共生成聚类 69 个，根据聚类大小及轮廓结果，对前

10 个聚类进行展示，N＝815，E＝2318（density＝ 

 

 

图 3  前胡研究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Fig. 3  Cooperative network of autho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Peucedani Radix  

0.007 0）；Q＝0.839 6，S＝0.928 8（Q＞0.3，S＞0.5）。

表明共纳入关键词 815 个，共现 2318 次，形成网络

密度为 0.007 0 的关键词共现聚类网络，见图 5、6。 
 

 

图 4  前胡研究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图 

Fig. 4  Cooperative network of authors of English literature 

on Peucedani Radix 

 

图 5  前胡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 

Fig. 5   Co-occurrence network cluster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on Peucedani Radix 

“#0 指纹图谱”一类主要包含高效液相色谱法、

薄层色谱法等关键词，以前胡的产地、种源、采收

期的成分差异和质量标准研究为主；“#1 伞形科”

和“#4 生物学特性”一类主要包含亲缘关系、野生

资源、栽培技术、地理分布等关键词，以前胡同属

及同科植物的系统植物学和生物学特性差异研究为

主；“#3 细胞毒活性”和“#6 药动学”一类主要包

含香豆素、生物碱、木脂素、谱效关系等关键词，

以前胡中各种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及药理作用机制

研究为主。“#2 前胡乙素”“#5 香豆素类”“#8 前胡

丙素”和“#9 前胡甲素”一类主要包含次生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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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前胡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时间轴 

Fig. 6  Co-occurrence network timeline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on Peucedani Radix 

结构鉴定、生物合成途径、生物学功能、苯丙烷途

径、关键酶等关键词，以前胡香豆素类药效成分的

化学结构及合成途径研究为主。“#7 数据挖掘”一

类主要包含用药规律、频次分析等关键词，以前胡

组方配伍规律进行系统挖掘和分析研究为主。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网络共生成聚类 58 个，根

据聚类大小及轮廓结果，对前 10 个聚类进行展示，

N＝722，E＝2850（density＝0.010 9），Q＝0.849 7，

S＝0.916 8（Q＞0.3，S＞0.5）。表明共纳入关键词

722 个，共现 2850 次，形成网络密度为 0.010 9 的

关键词共现聚类网络，见图 7、8。 

“#0 coumarins”“#3 phenylpropanoid pathway”

“#4 praeruptorin b”聚类主要研究前胡中香豆素类成 

 

图 7  前胡研究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 

Fig. 7  Co-occurrence network clustering of Englishi 

literature keywords on Peucedani Radix 

分合成途径、转录调控和代谢工程，包含

metabolomics、docking、biosynthesis mechanism、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等关键词；“#1 anticancer”

“#5 pharmacokinetics”“#6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聚类主要研究前胡中有效成分的药理活性及药动学

过程，包含 pathway、quantitative metabolome、

variable selection、partial least square 等关键词；

“#2airway inflammation”聚类主要为前胡传统临床

功 效 的 药 理 学 研 究 ， 包 含 asthma 、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等 关 键 词 ；“ #8 multidrug 

resistance”“#9 drug-drug interaction”聚类主要为前

胡复方配伍及其互作机制研究，包含 herb-drug 

interaction、rational design、combination therapy、

bergaptol O-methyltransferase 等关键词；“#7 genetic 

authentication”聚类主要研究前胡同属同科植物的

遗传多样性，包含 ITS、DNA barcoding 等关键词。 

综上所述，对前胡化学成分的分离鉴定以及质

量标准、指纹图谱等研究至今仍是国内前胡研究的

重点，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组方数据挖掘及用药规律

研究亦是新兴的研究热点；相较于国内期刊而言，国

外期刊研究重心更加倾向于前胡的合成途径解析及

转录调控、药效物质基础及药动学等方面。 

2.2.3  共被引与突发分析  中、英文文献共被引聚

类网络分别生成聚类 12、13 个，见图 9、10。中文

网络N＝376，E＝1488（density＝0.021 1），Q＝0.810 3，

S＝0.952 2，其中大小及轮廓较大的聚类分别为#0 

#0 指纹图谱 

#1 伞形科 

#2 前胡乙素 

#3 细胞毒活性 

#4 生物学特性 

#5 香豆素类 

#6 药动学 

#7 数据挖掘 

#8 前胡丙素 

#9 前胡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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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前胡研究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时间轴 

Fig. 8  Co-occurrence network timeline of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s on Peucedani Radix 

 

图 9  前胡研究中文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 

Fig. 9  Co-citation network cluster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Peucedani Radix 

 

图 10  前胡研究英文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 

Fig. 10  Co-citation network clustering of Englishi literature 

on Peucedani Radix 

香豆素、#1 抗癌作用、#2 遗传多样性、#3 化学成

分、#5 药用部位、#6 合成生物学、#7 细胞实验、

#8 药理作用、#9 生药学研究、#10 化学计量学、#11

伞形科、#15 质量评价；英文网络 N＝539，E＝1766

（density＝0.012 2），Q＝0.914 0，S＝0.972 3，其中大

小及轮廓较大的聚类分别为#0 praeruptorin b、#1 

anticancer、#2 biosynthesis、#3 chinese herbal 

compound、#4 coumarins、#5 airway inflammation、

#6  praerup tor in  a、#7 praerup tor in  c、#11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12 genus peucedanum、#14 

pharmacodynamic components、#16 toxicological 

assessment、#18 reversed-phase liquid chromatography。 

对具有被引突发的中文文献内容进行分析，见

图 11。其中被引突发最早的 1 篇文献突现时间为

2004—2006 年，饶曼人等[9]对前胡香豆素成分进行

的药理学研究为前胡质量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被引突发最多的 1 篇文献突现时间为 2008—2010

年，张村等[10-12]对前胡质量标准的系统性研究丰富

了前胡化学成分的研究内容，同时为前胡饮片的临

床合理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朱国元等[13]、

吴文玲等[14]、胡轶娟等[15]在前胡现代化研究中进行

了积极地探索，为前胡香豆素类成分的鉴别、前胡

药材及其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依据。此外，韩邦兴等[16]通过野外调查和栽培观察

总结了白花前胡的生物学特性，利用生长发育节律

寻找调控其生长年限的关键因素，保证药材质量具 

#0 coumarins 

#1 anticancer 

#2 airway inflammation 

#3 phenylpropanoid 

#4 praeruptorin b 

#5 pharmacokinetics 

#6 pharmacological 

#7 genetic authentication 

#8 multidrug resistance 

#9 drug-drug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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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前胡研究中文文献共被引突现 

Fig. 11  Co-citation outburs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Peucedani Radix  

有重要意义。徐倩等[17]分析了前胡中不同香豆素类

化合物并进行初步药效学研究，为前胡总香豆素的

质量控制及新型药理作用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具有被引突发的英文文献进行分析，见图

12。其中被引突发最早的 1 篇文献突现时间为

2011—2014 年，Zhang 等[18]首次建立了测定大鼠血

浆中前胡素的简便、特异、灵敏的 LC-MS/MS 方法，

证明了前胡在预防和治疗心脏疾病方面具有广阔前

景；被引突发最多的 1 篇文献突现时间为 2012—

2014 年，Xu 等[19]首次成功分离、鉴定并证明了右

旋白花前胡甲素对离体大鼠主动脉环具有更明显的

松弛作用，阐释了前胡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分子机

制。Song 等[20]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一种使用酶水解与

手性 LC-MS/MS 分析相结合的新方法，以帮助确定

角型吡喃香豆素的绝对构型，对确保其临床安全用

药及合理使用提供了重要保障；另外，Yu 等[21]、

Xiong[22]、Lee 等[23]对前胡中吡喃香豆素的分离、鉴

定及抗炎、抗哮喘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证

明了前胡中吡喃香豆素类成分可能是针对多药耐药

型癌症的新型天然候选药物及潜在生物标志物。此

外，Yao 等[24]对香豆素生物合成的关键步骤即肉桂

酸酯的邻羟基化进行了初步研究，有助于阐明香豆

素骨架及其内酯环化的生物合成机制。Zhao 等[25]首

次构建了前胡的转录组和代谢组的多组学数据集，

通过对转录物和代谢谱的平行分析，为研究香豆素

的生物合成和转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图 12  前胡研究英文文献共被引突现 

Fig. 12  Co-citation outburst of English literature on Peucedani Radix 

3  讨论 

适宜的生态环境、优质的种质资源、科学合理

的种植技术和加工方法是生产合格前胡的必备条

件。产地调研结果表明，前胡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北

纬 25.1211°～31.3986°，东经 109.5702°～99.1658°，

其中以浙、皖、赣为中心的地区是白花前胡主要产

区，平均产量约 1500 t，占全国总产量近 50%；其

次是以川、黔、渝等为代表的前胡新兴产区。不同

产区的生态环境、种质资源、种植技术对于前胡药

材品质的形成产生着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除此

之外，前胡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环境因子亦密切相关，

其中 ARH、HT-7、AAT 和 AT-7 是影响前胡总香豆

素和白花前胡甲素、乙素等有效成分含量的主要气

候因子[7]；而除气候因子外，锌、铁、铜、全磷、全

钠含量以及 pH 值是主导前胡有效成分含量的关键

土壤因子[26]。另外，不同层次尺度下中药材次生代

谢产物的生态主导因子不同，所以环境因子对前胡

有效成分影响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对于前胡

道地性研究及引种栽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优质药材规格等级标准的深入研究和客观适宜

的优质优价体系的建立是前胡产业中亟待解决的问

题。市场行情分析显示，前胡作为化痰止咳平喘药

饶曼人，2001，药学学报，V36，P165 

张村，2005，中国中药杂志，V30，P675 
朱国元，2004，中国天然药物，V2，P304 
张村，2010，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V16，P146 
韩邦兴，2008，中国野生植物资源，V27，P44 
徐倩，2015，中草药，V46，P3637 
吴文玲，2009，中国中药杂志，V34，P1121 
胡轶娟，2012，中国中医药科技，V19，P437  
张村，2011，中华中医药杂志，V26，P1995 
王燕华，2010，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V14，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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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常用中药，年需求量目前达 2200 t 以上，药智数

据库（https://db.yaozh.com）中收录以前胡为原料药

的中药方剂 521 种、中成药 185 种，其中太极止咳

口服液、川贝枇杷止咳露、哮喘丸、止咳宝片、肺

力咳胶囊等为多家药企的拳头产品。目前，白花前

胡野生资源主要分布在千岛湖及其周边的核心产

区，生长年限一般为 3 年以上，品质较好，但资源

储量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缓解市场需求矛盾，

近年来前胡仿野生栽培试点成功，以安徽宁国产量

居首，但在该模式下需生长至 2 年及以上才能保证

合格率，而且由于前胡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严格，

从而限制了该技术的大规模开展；栽培品前胡在各

大产区均有相当的分布，但共性问题是白花前胡甲

素、乙素双达标的合格货源稀缺。因此，前胡栽培

技术研究、商品等级划分是前胡优质优价体系建立

及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亦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香豆素类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解析及转录

调控研究是提升前胡品质的重要途径，复方配伍规

律的挖掘和分析以及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和阐明是

前胡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胡中主要活性

成分为香豆素类成分包括白花前胡甲素、乙素，主

要由苯丙烷途径代谢生成。前胡早期抽薹对其次生

代谢产物积累有着显著影响，抽薹期后进入生殖生

长，前胡根部逐渐木质化，香豆素类成分含量迅速

下降，因此以分子生物学原理和技术揭示前胡抽薹

机制及调控途径是解决前胡生产问题的关键途径。

同时，白花前胡甲素、乙素作为前胡的指标成分或

质量标志物，因其广泛的药理活性而备受关注，如

钙拮抗剂活性、抗炎、平喘、血管舒张和抗过敏、

心脏保护、保肝、抗肿瘤和抗血小板聚集活性等[4]。

所以开展白花前胡甲素、乙素生物合成和调控的关

键基因或转录因子研究，可为前胡研究领域内合成

生物学技术奠定基础，以解决其药源成分短缺的问

题[27]。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天然和半合成前胡素衍

生物具有抗癌细胞多药耐药性的潜在作用，也预示

着前胡新药挖掘和开发的巨大潜力和优势。 

综上，前胡的研究仍处于发展时期，前胡现代

化与国际化发展任重而道远。本研究基于多元、分

时、动态的引文分析可视化技术所绘制的 CiteSpace

知识图谱，对前胡相关研究的历史、现状、动态、

发展、发现、观点等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拓宽视

觉思维方式向深度和广度的变革，使读者及相关研

究人员能更加快速、深入且全面地了解前胡研究热

点、前沿和趋势及不同研究团队对前胡研究的不同

侧重点，旨为前胡的深入研究和未来选题提供一定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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