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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科学计量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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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中药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的确定是完善《中国药典》、促进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内容，是中医药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对 Q-Marker 的研究现状进行充分认识很有必要。方法  采用科

学计量分析方法，通过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中药 Q-Marker 相关文献，从论文的整体产出概况、研究国家和

机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等方面，借助 VOSviewer、CiteSpace 软件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结果  共纳入 1 030 篇中、英文

文献，分析可知中药 Q-Marker 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概念提出人刘昌孝院士的发文量最多，该研究领域在中药质量控

制、药效物质基础、炮制机制研究、中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中药资源种植等方向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结论  中药 Q-Marker

正处于研究的上升阶段，研究领域内各机构和团队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待加强。通过全面、科学地总结中药 Q-Marker 研究领

域的发展进程、研究近况，并探讨其研究热点趋势，可为中药 Q-Marker 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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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determination of quality marker (Q-Mark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 crucial content in 

improving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CM industry. It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 TCM 

to internationalize and moderniz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Q-Marker. 

Methods  Using the scientometr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Q-Marker in TCM was retrieved through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Visualization knowledge maps were generated using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to present the overall 

production of papers, research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Results  A total of 1 030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Q-Marker of TCM is in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cademician Liu Changxiao, the proposer of the concept, published the most papers. Research on Q-Marker in TCM has 

achieved abundant results in areas such as quality control of TCM, pharmacodynamic substances, processing mechanism research, 

pharmacology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TCM, and cultivation of TCM resources. Conclusion The study of Q-Marker in TC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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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in an upward stage, and there is a need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teams in this field. By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Q-Marker in TCM,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Q-Marker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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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中药及其产品的质量和质控水平，完善

质量标准体系，促进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刘昌孝

院士[1]于 2016 年提出了中药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新概念。中药 Q-Marker 基于中

药生物属性、制备过程和配伍理论等中医药自身体

系特点，以“中药有效性-物质基础-质量控制标志性

成分”为核心理论，包括中药有效性、特有性、定

性定量可测、质量传递溯源、遵循中医理论 5 个要

素，采用多种技术理论与研究方法，整合多学科知

识进行数据挖掘，探究中药在全部过程中具有独特

性、标志性的有效物质，以中药的质量研究为开端，

进一步完善中药产品的质量评价与控制体系，明确

中药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2-4]。这一新概念引发了世

界范围内中药学术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开展了

大量相关研究，产出了诸多研究成果，相信随着中

药 Q-Marker 在中药质量评价中的广泛应用和相关

研究的深入开展，中药 Q-Marker 理论和研究方法将

不断丰富完善，我国中药质量控制水平将大大提升，

中药全程质量控制及质量溯源体系将日趋完善[5-7]。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和文献筛选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

索引（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在 CNKI 中

以“中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质量标志

物”“q-marker”“Q-marker”“Q-Marker”“Quality 

marker”“quality marker”包括上述英文复数形式为

检索词进行主题式检索；在 WOS 数据库数据统计

口径中，为扩大数据量，提高检索准确率，选择 WOS

核心合集，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q-

marker”“Q-marker”“Q-Marker”“Quality marker”

“quality marker”及上述英文复数形式进行主题检

索。检索时限 2016 年 5 月 1 日—2023 年 5 月 31

日。文献纳入标准：主要研究内容与中药 Q-Marker

相关的期刊文献；排除标准：重复论文、会议摘要、

评论等，与中医药 Q-Marker 领域研究无关的文献，

如肿瘤标记物、基因标记等。 

1.2  分析方法 

采用科学计量的分析方法通过 VOSviewer 

1.6.18、CiteSpace 2.4.0 对纳入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

分析。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对纳入文献进行描

述性分析。基于科研产出视角，借助不同计量指标

（论文数量、年代分布、高被引论文）对上述文献数

据集所体现的 Q-Marker 研究文献产出特征进行定

量分析，客观评述 Q-Marker 研究领域近年来发展状

况。在此基础上，利用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软

件的不同侧重点和优势算法，进行研究主体（国家、

机构和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

和研究热点趋势分析，展示 Q-Marker 可视化科学知

识图谱。深入解读并分析上述数据内容，分析 Q-

Marker 研究领域的主题框架、知识流动、前沿转移

以及发展演进的动态过程。 

2  结果 

2.1  发文趋势和发文期刊 

在中文文献中，排除与中药 Q-Marker 无关文献

587 篇，共筛选出 677 篇；英文文献中，排除 364 篇

无关文献，共筛选出 353 篇；共计纳入 Q-Marker 相

关文献 1 030 篇。 

将文献原始数据导入 Microsoft Excel，对中、

英文文献发文量及累计发文量进行统计处理分析，

如图 1-a、b 所示。在 WOS 所采集的英文文献数据

来源分类见图 1-c，主要来自 SCI-Expanded，共 336

篇；将英文文献导入 VOSviewer 进行期刊来源可视

化分析，将最少期刊发文量设置为 5，得到 20 个节

点，表明有 20 本期刊发表有关中药 Q-Marker 研究

论文数量至少为 5 篇，以被引频次作为指标，得到

图 1-d。 

在中药 Q-Marker 领域相关文献研究中，中文文

献数量明显高于英文文献，占总发文量的 65.73%，

英文文献占 34.27%。自 2016 年 Q-Marker 概念提出

后，在第 1 年发表了 1 篇英文文献，中文文献发表

了 26 篇，可见中文文献对该领域研究的关注度更

高，中、英文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22 年中、

英文文献发文量较往年均达到最高值，分别为 183

篇、109 篇；英文文献在 2016—2018 年呈缓慢增长

趋势，在 2019 年发文量相对减少，在 2020—2023

年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有关中药 Q-Marker 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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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英文文献年发文量与累计发文量；b-中英文文献发文量百分比；c-文献来源分布；d-英文期刊被引频次。 

a-yearly publication volume and cumulative publication volum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percentage of publication volum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c-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sources; d-citation frequency of English journals. 

图 1  发文量与发文期刊 

Fig. 1  Numbe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and published journals 

文献发文量呈波动式增长，并且自 2021 年来增长

幅度显著，整体趋势处于健康的增长状态。 

有关中药 Q-Marker 文献分别载于不同的中、英

文期刊上，分别为 112、83 个，其中中、英文发文

量前 10 名的期刊名称、发文量见表 1，结合图 2 展

示的发表中药 Q-Marker 中、英文文献期刊的密度叠

加图可知，发文量最多的中文期刊是《中草药》，为

235 篇，发文量大于 19 篇的期刊共有 5 个，占总期

刊数的 4.46%，发文较多的中文期刊还包括《中国

中药杂志》（67 篇）、《中华中医药学刊》（41 篇）、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5 篇）、《药学学

报》（20 篇），发文量仅有 1 篇的中文期刊有 64 个，

占中文总期刊数的 57.14%。英文文献主要发表于

Phytomedicine（62篇）、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6 篇）、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21 篇）、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19 篇）、 

表 1  发文量 top10 期刊 

Table1  Top10 journal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volume 

序号 中文期刊名称 发文量 英文期刊名称 发文量 

 1 中草药 235 Phytomedicine 62 

 2 中国中药杂志  67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6 

 3 中华中医药学刊  41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21 

 4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5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19 

 5 药学学报  20 Molecules 17 

 6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19 Biomedical Chromatography 13 

 7 中药材  17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12 

 8 中国药房  14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11 

 9 中成药  14 Phytochemical Analysis  9 

10 中国现代中药  13 Arabian Journal of Chemistr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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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 (左)、英文 (右) 期刊密度图 

Fig. 2  Journal density graphs in Chinese (left) and English (right) 

Molecules（17 篇）；由发表期刊类型分析可知，有

关中药 Q-Marker 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药领域，此外

还发表在了食品及农业技术等领域期刊上，发表在

Phytomedicine 上的关于中药 Q-Marker 的文献平均

被引频次最高（图 1-d）。 

2.2  国家、发文机构、作者分析 

利用中药 Q-Marker 英文文献数据绘制国家合作

网络时间叠加图 3，可知当前有 28 个国家发表了有关

Q-Marker 的相关研究，从整体上看，在全球范围内 Q-

Marker 研究尚未形成广泛、紧密的合作网络：中国发

文量为 328 篇，名列全球第 1，与美国、英国等 8 个

国家形成聚类合作团体，国际合作较为密切，其余国

家间合作交流关系疏散，独立研究且发文数量较少；

发文量不少于 3 篇的国家包括美国（13 篇）、英国（7

篇）、印度（7 篇）、加拿大（3 篇）；其中发文较早的

国家包括日本、比利时等，在 2023 年开始关注研究

并发表中药 Q-Marker 相关论文的国家有法国、越南

等。综上分析，关于中药 Q-Marker 相关研究大部分

由我国研究人员开展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开展，表明我

国在中药 Q-Marker 研究领域处于核心领先位置。 

发表有关中药 Q-Marker 的中、英文文献的研

究机构分别是 893、422 个，对发文机构进行可视 

 

图 3  国家合作网络时间叠加图 

Fig. 3  Timeline overlay map of country collabor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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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中文文献发文量≥5 篇的研究机构有 59

个，形成 15 个聚类合作团体，见图 4；英文文献

发文量≥3 篇的研究机构有 57 个，形成 7 个聚类合

作团体，见图 4。其中，中、英文文献最大的节点分

别是广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28 篇）、天津中医药大

学（47 篇），其次发文量大于 18 篇的中文文献发文

机构还包括南京中医药大学（26 篇）、天津药物研究

院（23 篇）、天津中医药大学（23 篇）等共 6 个；发

表英文文献大于 18 篇的研究机构包括天津药物研究

院（22 篇）、中国科学院（21 篇）、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21 篇）。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机构主要为高校、

研究院所，少数制药企业如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

药有限公司、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鲁南制

药集团有限公司等，为中药 Q-Marker 领域研究提供

了有力依据。天津的多家科研机构如天津市中药质

量标志物重点实验室、天津药物研究院释药技术与

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对中药Q-Marker 领域

的研究较为突出，从中药 Q-Marker 提出以来一直关

注并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团队和研究特色；此外，以广

西中医药大学为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多家药品研究

机构对中药 Q-Marker 进行了较多科研贡献，经统计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英文发文量总计 150 篇。 

从图 4 可以看出，参与中文文献发表的机构主

要形成以天津药物研究院（红色标识）为中心的学

术合作圈，与广州中医药大学（棕色标识）、南京中

医药大学（橙色标识）等机构合作密切，但其他机

构之间相互联系较少；参与英文文献发表的机构互

有重合、交叉并行，形成 7 大学术合作圈，在中药

Q-Marker 研究领域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完善中

药 Q-Marker 系统性内容，为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做

出了贡献。从地域分布上分析得出，中药 Q-Marker

的学术研究机构主要在安徽、天津、广西壮族自治

区及广东地区，在山东、山西、四川等地研究机构

散在分布，团体内部合作较密切，不同团体之间的

合作强度与地域相关性不大，其中天津市与广西壮

族自治区跨地区交流较密切，安徽中医药大学与天

津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及南京中医药大学

合作交流较紧密，科研产出成果较多；有关中药 Q-

Marker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合作团体中，大多数中

文文献发文机构独立发文量较少，说明对于本领域

的研究尚未形成广泛地域合作关系和研究学术团

体，所以在今后中药 Q-Marker 研究中，应加大各地

域间的合作力度，增进学术资源探讨、共享、联动，

促进对中药 Q-Marker 内容的完善与发展。 

  

图 4  中 (左)、英文 (右) 文献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 

Fig. 4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left) and English (right) literature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根据数据分析，参与中药 Q-Marker 研究的

中、英文文献分别为 2 888、2 123 位研究作者，

参与中药 Q-Marker 研究的中、英文发文量前 10

位作者及其工作单位见表 2。中文发文量最多的

是刘昌孝、张铁军 2 位作者，均来自于天津药物

研究院，其中刘昌孝发表的英文文献数量也最多，

中、英文文献总计 67 篇（中文文献 48 篇、英文

文献 19 篇）。此外，中文文献发文量较多的作者

还有许浚 28 篇、侯小涛 20 篇、郝二伟 20 篇等，

英文文献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有 Sun Hui 14 篇、

Wang Xijun 10 篇、Zhang Aihua 9 篇等，研究人员

大 部 分 来 自 研 究 院 和 中 医 药 大 学 。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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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viewer 对中文文献数据参与发表论文≥6 篇

的作者进行聚类分析，共有 59 个符合阈值，见图

5-a，其中最大的团体由 12 位作者组成，最小的团

体仅由 1 位作者组成；将英文文献数据导入

VOSviewer，对参与发表论文≥4 篇的作者进行聚

类分析，共有 48 个符合阈值，见图 5-b。 

表 2  发表文献前 10 位的作者 

Table 2  Top 10 authors in published literatures 

序号 中文发文作者 作者机构 发文量 英文发文作者 作者机构 发文量 

 1 刘昌孝 天津药物研究院 48 Liu Changxiao 天津药物研究院 19 

 2 张铁军 天津药物研究院 48 Sun Hui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4 

 3 许浚 天津药物研究院 28 Wang Xijun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0 

 4 侯小涛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 Zhang Aihua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9 

 5 郝二伟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 Bai Gang 南开大学  8 

 6 陆兔林 南京中医药大学 19 Li Zheng 天津中医药大学  8 

 7 邓家刚 广西中医药大学 19 Guo Dean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7 

 8 杜正彩 广西中医药大学 15 Li Jin 天津中医药大学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  7 

 9 张洪兵 天津药物研究院 14 Li Qing 沈阳药科大学  7 

10 韩彦琪 天津药物研究院 13 Zhang Tiejun 天津药物研究院  7 

 

      
a-中文文献作者共现图谱；b-英文文献作者共现图谱。 

a-co-occurence graph of authors in Chinese literatures; b-co-occurence graph of authors in English literatures. 

图 5  发文作者共现图 

Fig. 5  Co-occurrence graph of authors 

结合图 5-a、b 对比分析可知，针对中药 Q-

Marker 研究的科研团队较多，在不同时期呈现不

同趋势变化，研究较早、较成熟的团队有天津药

物研究院刘昌孝团队、南京中医药大学陆兔林团

队、广西中医药大学郝二伟团队，近期开始关注

中药 Q-Marker 研究的有山东中医药大学贺梦媛

团队、安徽中医药大学张伟团队及英文文献研究

的西南民族大学 Wang Yue 团队等。由表 2 可知，

研究作者更倾向于发表中文文献，如张铁军发表

中文文献（48 篇），多于英文文献（7 篇）。主要

研究团队内部又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子网络关系进

行密切学术交流研讨，完善各类中药 Q-Marker 内

容，促进中药 Q-Marker 创新研究，提高中医药发

展的标准化水平。如刘昌孝院士在中医方面坚持

以药为始端，加强中药基础性研究，不断完善中

药监管评价的系统标准，主张深入探究代表各类

中药的 Q-Marker，为实现研发生产临床疗效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理想中药产品提供有力理论基础，

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造福社会人民；其团队核

心作者数量最多，在中药 Q-Marker 研究领域做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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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多贡献，刘昌孝团队研究发表中、英文文献

时间最早，团队研究中药 Q-Marker 热度持久。陆

兔林团队长期关注中药饮片的质量控制研究，主

张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在中药饮片中引入更

合理的中药标准物质，不断完善和提升国家和地

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8-9]。贺梦媛团队基于中药 Q-

Marker 五原则，总结了大建中汤、真武汤经典名

方研究进展并预测其 Q-Marker，为经典名方质量

控制研究提供参考[10-11]。张铁军团队基于体内外

模型及网络药理学，深入研究三七散瘀止血的药

效物质基础，确立了三七 Q-Marker，为三七质量

控制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12-13]。张伟团队利

用化学模式识别结合指纹图谱方法对白芍及绿萼梅

进行质量评价，以其 Q-Marker 为指标，为建立白芍

及绿萼梅全面质量评价体系提供依据[14-15]；Wang 

Yue 团队基于指纹图谱结合抗氧化活性关系确定

云南紫菀的 Q-Marker，合理评估云南紫菀质量及

其资源价值[16]。 

纵观整体，各团体内部合作较紧密，但团队之

间呈现分散布局，缺乏合作交流，联系程度较低，

不同团队研究侧重点不同，中、英文文献发表选择

倾向不同，考虑到中药研究的复杂性、学科知识的

动态性，各研究团体之间关注的药物认识不同、研

究方法不同，单个团队很难全面地对中药 Q-Marker

在知识资源及实验研究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因此，

应加强团队合作交流学习，促进对中药 Q-Marker 研

究的创新化、多元化发展。 

2.3  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由于 CNKI 导出的数据无法分析被引文献，故

本研究仅针对 WOS 导出英文文献的引用情况进行

分析。有关中药 Q-Marker 被引频次排名前 8 位的文

献见表 3，数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根据

WOS所有数据库合集总被引频次进行分析，其中Liu 

Changxiao（刘昌孝）2016 年在 Chin Tradit Herb Drugs

（中草药）发表的“A new concept on quality marker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Quality control for Chinese 

medicinal products［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

中药产品质量控制的新概念］”[1]引用频次最高，表

明这篇论文在中药 Q-Marker 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

此论文首次提出了中药Q-Marker 新概念及研究方法

和确定原则，并阐明了其对中药质量评价的重要意

义，后期大部分研究团队基于这篇论文所提出的中

药产品质量标准及中药物质基础研究等思路做出了

大量研究工作，如利用不同数据分析方法包括主成

分分析法[17]、聚类分析和多元统计分析等研究[18]，

或采用不同学术理论包括基于“效-毒相关”[19]、基

于方证代谢组学[20]、基于超分子理论[21]等研究，目

前具体研究方法汇总如图 6 所示[22]。基于目前研究

技术发展现状，中药 Q-Marker 的研究主要通过网络

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等以中药化学Q-Marker 指纹

图谱结合中医药学术理论研究为主，探究中药化学

物质与药性的相关性，将传统理论、化学物质与药效

作为筛选中药 Q-Marker 指标，密切中药质量与临床

疗效之间的联系。 

表 3  文献被引频次 (前 8) 

Table 3  Citations frequency of literatures (top 8) 

序号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题目 期刊 被引频次 

1 Liu Changxiao 2016 A new concept on quality marker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Quality 

control for Chinese medicinal products 

Chin Tradit Herb Drugs 578 

2 Yang Wenzhi 2017 Approaches to establish Q-markers for the quality standa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cta Pharm Sin B 160 

3 Liu Changxiao 2017 A new concept on quality marker for quality assessment and process 

control of Chinese medicines 

Chin Tradit Herb Drugs 130 

4 Zhang Tiejun 2016 Quality markers research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Quality 

evaluation and quality standards of Corydalis Rhizoma 

Chin Tradit Herb Drugs 100 

5 Liu Changxiao 2018 Quality transitivity and traceability system of herbal medicine 

products based on quality markers 

Phytomedicine  72 

6 Ren Junling 2020 Analy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 of quality-

mark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ytomedicine  57 

7 Zhang Tiejun 2018 The method of quality marker research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drug properties and effect 

characteristics 

Phytomedicine  56 

8 He Jun 2018 Discovery and identification of quality markers of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Phytomedicin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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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药 Q-Marker 研究方法汇总 

Fig. 6  Summary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Q-Marker of TCM 

2.4  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分析 

2.4.1  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在对中、英文文献进行

关键词共现分析之前，先对意义相近的关键词进行

整理合并，使数据分析更加系统清晰，如将关键词

“Q-marker”“中药质量标志物”“标志物”合并为“质

量标志物”，“一测多评”合并为“一测多评法”，

“medicines”合并为“medicine”等，规范后关键词

网络共现图如图 7-a、b 所示。图中关键词与节点一

一对应，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在中药 Q-Marker 文献

共现的相对频率，中文文献共计 1 876 个关键词，

共现频次≥5 的关键词有 103 个；英文文献共计

1 908 个关键词，共现频次≥4 的关键词有 118 个。

由图 7-a 可见，中药 Q-Marker 研究领域主要呈现的

主题板块纵横交错，关键词“质量标志物”处于中

间位置，节点最大且频次最高为 504，围绕“质量

标志物”展开；同时由图 7-b 可见，最高频次关键

词“Q-marker”（139 次）位于网络中心位置，节点

最大，此外出现频次大于 30 的关键词有 11 个，包

括“identification”（48 次）、“network pharmacology”

（43 次）、“extraction”（37 次）及“quality control”

（36 次）等，分析可知中、英文关键词部分相互重

叠，共同展示了关于中药 Q-Marker 的研究方向和关

注内容，体现在如“临床应用”“作用机制”“药理

作用”“identification”“mechanisms”及“components”

等关键词中。 

对高频关键词进一步综合分析，基于中药 Q-

Marker 的研究原则，研究内容集中体现在“生源途

径”“中药资源”“传统功效”“五原则”“quality 

evaluation”“quality control”等关键词中，说明研究

者关注中药 Q-Marker 的核心要素，即对中药 Q-

Marker 药物有效性控制的研究，遵循中药 Q-Marker

五原则建立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同时高频词汇

“含量测定”“经典方剂”“chinmedomics”“network 

pharmacology”及“prediction”等表明，中药 Q-Marker

研究还涉及经典方剂中有效成分含量测定及相应功

效的预测分析，如经典名方当归四逆汤等[23]研究，

为中药 Q-Marker 研究提供快速、经济的研究方法。

在中药的复杂体系中，方药指纹-代谢指纹-药效靶

标活性的关系能够揭示中药有效性的客观表达，“指

纹图谱”“特征图谱”“聚类分析”“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及“UPLC-Q-TOF-MS”等关键

词则客观概括了中药质量有效性研究常用的科学分

析方法。此外，“中药质量标准”“中药饮片”“药效

物质基础”及“decoction”等关键词表明研究者致

力于研究提高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修事指南》中

对药效明确指出：“炮制不明，药性不确，则汤方无

准而病证无验也”，并系统描述了炮制与药性及临

床应用关系[24]，可见对于炮制加工工艺科学内涵 

中药 Q-Marke

的技术研究 

不 
基 

同 
于 

学 术 理 论 方 
法 

不 
基 

同 于 
数 据 分 析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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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b-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 

a-co-occurrence graph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s; b-co-occurrence graph of keywords in English literatures. 

图 7  关键词共现图 

Fig. 7  Co-occurrence graph of keywords 

的阐明是科学制定饮片质量标准的关键。在炮制及

制药工艺研究方面，通过结合各类研究方法和技

术，实现研究思路方法创新，完善中药质量标准，

完善中药质量控制过程。其余关键词展示了基于较

成熟应用的中药 Q-Marker 研究，如三七中三七素、

皂苷类成分[25]，栀子中栀子苷类成分[26]，当归中的

阿魏酸成分[27]等，此外还展示了中药 Q-Marker 的

药理作用如“anti-inflammatory”“抗菌”“镇痛”“抗

肿瘤”等[28-31]，为中药 Q-Marker 的研究提供重要

参考价值。 

2.4.2  研究热点演化趋势分析   利用 CiteSpace 

6.2.4.0 对中药 Q-Marker 研究的中英文文献高频关

键词生成 2016—2023 年时区图及前 12 位关键词突

现图，提取该领域新兴热点研究方向，如图 8-a～d

所示。分析可知，各阶段研究内容侧重点不同，2016

年文献中出现“质量标准”“中药材”“药性”及

“quality control”等高频关键词，推测是对中药 Q-

Marker 的整体研究；目前“本草考证”“预测分析”

“molecular docking”“quality evaluation”以及常用药

物如“甘草”“肉桂”“三七”等关键词表明中药 Q-

Marker 领域新兴热点，即研究者通过对中药传统功

效开展系统性质量评价研究，同时利用 UPLC-Q-

TOF-MS[32]、HPLC-MS/MS[33]等技术进行预测分析，

规范中药质量标准。如李新等[13]针对常用药物三七

的传统功效止血作用进行 Q-Marker 研究，经实验证

明三七素、人参皂苷 Rb2 是三七产生止血功效的有

效 Q-Marker；张铁军等[34]基于中药 Q-Marker 研究

元胡止痛滴丸的“性-效-物”三元关系及作用机制，

建立中药药效成分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模式，

采用味（嗅）觉仿生模型、分子对接实验及 G 蛋白

偶联受体等药性实验方法，确定元胡止痛滴丸的 Q-

Marker；张雅莉等[35]采用 UPLC-Q-TOF-MS 指纹图

谱、分子对接技术、化学计量分析交叉结合使用，

筛选并确定了藿香正气水中潜在的抗新型冠状病毒

的 Q-Marker，为同类药物差异性分析、有效成分及

功效研究提供参考依据；通过多种分析技术方法，

对中药 Q-Marker 进行多角度分析，为其进一步创新

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3  结论 

在日益提高的中药质量控制标准背景下，中药

Q-Marker 概念作为中药质量标准研究系统的思想

统领，在单味中药以及经典名方等方面得到广泛研

究[36]。中药质量标准研究是中医药科学和中医药产

业发展的战略问题，有关中药 Q-Marker 的研究已被

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7]，它的提出避免

了中药以及方剂有效成分研究思路混乱、研究系统

碎片化的现象，并在理论和传统模式上有所规范和

创新，促进中药质量标准的提高，加快中药产业快

速繁荣发展。 

本研究采用科学计量分析方法，针对自中药 Q-

Marker 提出以来的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计量、可

视化呈现和解读，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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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文文献关键词时线图；b-英文文献关键词时线图；c-中文文献关键词突现图（前 12）；d-英文文献关键词突现图（前 12）。 

a-timeline chart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s; b-timeline chart of keywords in English literatures; c-emergence map of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s 

(top 12); d-emergence map of keywords in English literatures (top 12). 

图 8  高频关键词演化趋势 

Fig. 8  Evolution trend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1）从 CNKI 及 WOS 收录关于中药 Q-Marker

的文献规模上看，对于中药 Q-Marker 的研究较活

跃，主题式检索共 1 030 篇，在时间维度上，中药

Q-Marker 的研究有明显上涨趋势，说明当前业界对

中药 Q-Marker 的研究足够重视和关注，在后续的研

究中有较大可能带来快速发展。综合中药 Q-Marker

研究机构分析，研究团队内部有较密切的合作，发

文量上升趋势不明显，也可能与团队之间合作密度

较为稀疏因素有关，所以加强团队彼此间的交流合

作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进步尤为重要。 

（2）中药 Q-Marker 科研文献主要聚焦于研究

方法、药理作用、化学成分、传统功效、技术联用

等方面系统性分析，基于中药生物特性、制药工艺、

用药配伍等中医药理论，通过多学科交叉结合与讨

论、拓展创新研究方法是该领域可以维持蓬勃发

展、创造更优成绩的努力方向之一，进一步密切物

质基础、中药有效性及质量控制标志物的关联程

度，加快实现中药质量标准研究理论、思路和方法

质的飞跃。 

（3）中药 Q-Marker 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研究视

角，在生源途径、加工工艺、药理活性研究相关领

域获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并通过深入性研究中药活

性物质基础进行研究思路转换和拓展，不断深化各

种中药及各类经典名方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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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中药质量评价不仅是某种成分含量作为

评价指标，还要把握中药的化学成分整体轮廓和相

关生物学模式，建立“全息成分”和“化学轮廓”

的研究方法和质量评价标准，建立中药活性指纹图

谱分析技术，为中药整体化学轮廓分析在质量评价

方面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4  展望 

在挖掘中医药有效资源研究中，针对中药复杂

体系的研究，虽然研究人员基于中药质量作出了大

量工作，但在团队合作效益、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把

控、方剂复杂体系有效成分变化掌握、质量控制指

标与中药有效性结合程度等方面研究仍有欠缺，尚

未达到高标准、完整理论系统的中药质量控制要求。 

针对现状提出解决方法：（1）加强团队间合作

交流，鼓励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和制药企业之间

的合作与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和资源；建立中药数

据库与资源共享平台，收集整理中药的药理作用、

化学成分、临床应用等相关信息，有助于加快中药

Q-Marker 研究的进展和推广应用；进行人才培训，

开展联合培训和研修项目，提高中药研究人员的综

合素质与能力；（2）开展设施资源共享策略，建立

共享的中药研究设施和资源中心，利用现有资源的

共享使用，提高研究效率和成本效益，促进研究开

展；（3）开发先进的分析方法和技术，针对中药方

剂复杂体系中有效成分的变化，可以通过开发先

进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实时监测和分析中药方剂

中的有效成分组成和变化规律，包括使用高效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核磁共振技术等，以提高对

中药方剂中有效成分的准确定量和分析能力；（4）

建立质量控制指标与中药有效性关联的评价体系，

通过研究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其药物化学组成之间

的关系，建立质量控制指标与中药有效性结合的评

价体系。通过借助一系列改进措施，完善中药 Q-

Marker 系统理论从而提升中药质量标准，将其带入

中成药行业监管、中药现代研究、科研临床应用等

领域中，充分发挥其方法、理论及技术作用，通过

各类学科专家、各行产业管理部门的共同奋斗，为

推动、实现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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