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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域下的甘草科研知识图谱构建及可视化分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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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甘肃省珍稀中药资源评价与保护利用工程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目的  明确甘草研究现状，把握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为经济新常态下的甘草科研创新及甘草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参

考和理论依据。方法  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平台检索 200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关甘草的文献，运用

Coocation（COOC）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筛选，采用 VOSviewer 可视化技术从国家、机构、作者、关键词及期刊等方面对甘

草的研究热点、前沿动态及研究主题的时序与地域分布进行梳理和总结。结果  2000—2021 年，甘草相关研究发文量总体

呈多元增长趋势。中国是甘草研究的核心国家，国内医药院校是甘草科研的主体机构。国际科研环境中对甘草的定位主要是

“天然药物甘草”，研究主题集中于甘草的有效成分、药理活性、作用机制和生长特性；国内则多以“中药甘草”为研究对象，

在甘草及复方的临床疗效及用药经验总结方面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结论  甘草研究已进入多元、深入的稳定发展阶段，未

来的研究主要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补充和拓展；用药经验的数据挖掘与传统用药规律分析是现阶段甘草的热门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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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ncao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to grasp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 dynamics,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dustry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Methods  Literature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was searched from January 1, 2000 to December 31, 2021 on the data platform 

of core academic journals in and out of China, Coocation (COOC)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and screening, and VOSviewer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frontier dynamics, and temporal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s of the research topic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terms of countries, institutions, authors, keywords, and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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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Between 2000 and 2021, the overall trend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publications showed a multifaceted 

growth. China is the core country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and domestic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institution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environment,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s mainly positioned as “natural medicine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the research theme focuses on the active 

ingredi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China,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Chinese medicine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a large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terms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compound prescrip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medication experience. Conclusion  Licorice research has entered a diversified, in-depth, and stable development stage, and future 

research will mainly complement and exp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Data mining of medication experience a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medication patterns are popular research topics i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t this stage.  

Key words: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knowledge graph 

 

甘草为中医临床常用中药，具有补脾益气、清热

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的功效[1]，因

其在临床上使用频次高，素有“十方九草”之说。现

代研究表明，甘草中含有 400 多个化合物，包括黄酮

类（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异甘草素）、三萜

类（甘草酸、甘草次酸）、二苯乙烯类、香豆素类等

多类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炎、抗病毒、抗抑郁、抗

心律失常、抗氧化、保肝、神经保护以及免疫调节等

药理作用[2-6]。甘草也是药食同源食品，其衍生食品、

饮料、甜味剂、抗氧化剂等在食品行业广受青睐[7-8]。

此外，甘草提取物和部分次生代谢产物具有抗菌消

炎、美白祛斑、舒缓抗敏和抗氧化等功效，被广泛添

加于各种美容护肤产品中[9-10]。目前，甘草已从一种

传统中药衍生为一类多效益产品，其多维应用和广

阔市场依托于海量的科学研究。自 21 世纪以来，一

大批科研人员投身“甘草研究”，相关科研成果持续

产出，甘草的生长特性、化学成分、药理活性、作用

机制等被逐渐阐明，甘草类药品、食品、化妆品等应

运而生。截至目前，“甘草科研”热度依旧，但其研

究内容繁复零散，研究热点与前沿并不十分清晰，科

研热点与行业发展重点也存在偏差。鉴于此，本研究

采用情报学多源数据融合与驱动可视化技术，分析

2000—2021 年甘草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构建作者、

发文机构、国家、关键词等甘草科研知识图谱，以期

探明甘草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为

经济新常态下的甘草科研创新及甘草产业发展提供

科学参考和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国内外核心论文数据库收录的甘草相

关研究文献为基础数据，应用新型文献计量软件 

Coocation（COOC），通过对数据的综合抽取和清洗

进行数据的预处理[11-12]，具体见表 1。采用主题词

检索方式，对 2000—2021 年有关文本数据进行检索

与导出，采用 COOC 12.8 软件分别对中、英文文献

数据进行提取、去重、合并同义词等标准化处理，

最后得到英文文献 383 篇、中文文献 41 819 篇，共

计 42 202 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原始数据。 

1.2  研究方法 

采用 COOC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检索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原始数据；再采用 COOC 软件

及VOSviewer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多 

表 1  甘草研究的数据来源 

Table 1  Data sources for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检索设定项目 
检索设定内容及结果 

国际研究数据 国内研究数据 

数据库 Web of Sciences（WOS）核心合集 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 

检索主题词 “Gancao”“Radix Glycyrrhizae”“Glycyrrhiza inflata Bat.”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Glycyrrhiza glabra L.” 

“甘草” 

文献类型 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 

时间跨度 200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0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筛选后的结果 英文文献 429 篇 中文文献 79 880 篇 

清洗后的结果 英文文献 383 篇 中文文献 41 81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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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关系构建，包括（1）分析发文量、发文期刊、高

被引文献，了解甘草科研态势和前沿方向；（2）构

建甘草科研网络图谱，明晰甘草研究领域国家、机

构、作者间的合作关系；（3）构建关键词共现图谱

并进行聚类分析，明确不同时段、地域（国家/省份）

间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的分布特征、演化趋势。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量 

不同年度发文量的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

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是衡量科

研概况的重要指标[13-14]。以“1.1”项所得文献资料为

原始数据，对甘草研究领域高贡献度的国家/省份、

机构、作者、学科类别进行年度发文量分析，分别得

到甘草研究国际和国内发文量情况（图 1、2）。 

由图 1 显示，2000—2021 年，国际社会对甘草

的研究热度持续走高，共有 383 篇甘草研究文献被

发表（专指收录于 Web of Sciences 核心合集），有

60 个国家、526 个机构、1 879 个作者参与了相关研 

 

A-高产国家年度发文量；B-高产机构年度发文量；C-高产作者年度发文量；D-高频学科类别年度发文量。 

A-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producing countries; B-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producing institutions; C-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producing authors; D-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 frequency discipline categories. 

图 1  甘草研究国际发文量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究。发文量最高的国家（图 1-A）是中国，其次是

印度、伊朗、韩国、日本、德国等，中国的发文量

自 2004 年起就稳居年度第 1，且年度发文总量远高

于其他国家；甘草的国际研究机构中发文量前 10 的

机构（图 1-B）均隶属于中国，中国科学院发文最

多，其次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沈

阳药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等医药类高校和机构；

2006 年前，外国学者 AKAO T、TANI T 是甘草科

研论文的主要高产作者（图 1-C）；2010 年后，中国

学者 GAO Wenyuan、WANG Juan、WANG Yang、

LI Jing、LIU Shujie 等的发文量持续增加，成为了甘

草研究的中坚力量；据 Web of Science 的学科研究

类别，国际学术环境中与“甘草”研究相关的高频

学科主要是药理学与药剂学、植物科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化学、医学、综合与补充医学以及

食品科学与技术（图 1-D）。由图 2 显示，2000—

2021 年，国内甘草研究领域发文量呈现先增后趋

于稳定的态势，发文总量可观，共计产出中文文献

41 819 篇，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22 955 所机构，

79 437 名科研人员参与了相关研究。从地域来看（图

2-A），北京和天津是国内甘草研究的核心科研阵

地，江苏、山东、广东、湖北、甘肃、浙江、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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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产省份（直辖市）年度发文量；B-高产机构年度发文量；C-高产作者年度发文量；D-高频学科类别年度发文量。 

A-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producing provinces (municipality); B-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producing institutions; C-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producing authors; D-annual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 frequency discipline categories. 

图 2  甘草研究国内发文量概况 

Fig. 2  Overview of publications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in China 

等省区也是甘草研究的主要区域，发文量均在 1 000

篇以上；发文量前 10 的机构（图 2-B）中有 9 所为中

医药院校，其中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发文量均在 700

篇以上；高产作者（图 2-C）主要是王文全、段金廒、

王付、刘颖、李明、刘春生，其发文量均在 70 篇及以

上；学科归类（图 2-D）显示，中医与中西医结合、

中药与方剂、临床医学、兽医、作物、化学工程等是

国内甘草研究领域的高频学科，相关发文量均在1 000

篇以上。总体来看，2000—2021 年，甘草的科研热度

持续走高，国内外研究发文总量可观；中国是甘草研

究的主要科研阵地，其中华北、华东区域对甘草的研

究兴趣较高；国内各省市的医药院校（尤其中医药院

校）是甘草研究的主体机构，所属师生是甘草科研产

出的主要群体；国际社会对甘草的科研定位主要是

“天然药物”，生物学、化学、药理学是其关注的高频

学科；国内研究对甘草的定位更多元，中医药、兽药、

食品、作物等都是国内甘草研究的高频学科。 

2.2  发文期刊 

期刊是学术论文和科学报告最重要的来源和

指标，通过对期刊载文量分布的分析，可确定某一

领域的核心方向和研究价值。运用 COOC 12.8 软

件对甘草科研论文的发文期刊进行整理分析，并统

计载文量前 10 的国际、国内期刊情况，见图 3-A、

B。数据分析显示，2000—2021 年，有 208 本国际

期刊刊载了甘草研究相关论文，其中载文量前 10

的 国 际 期 刊 如 图 3-A 所 示 ，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Evidence 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Molecules、Planta Medica

等期刊收录的论文较多。分析高载文量国际期刊的

收稿要求可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中药配伍、

中医临床应用、临床用药规律分析、分子生物学研

究、细胞及基因表达等是甘草国际研究的热门领

域。由图 3-B 可知，中医药类专业期刊是国内发表

甘草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其中《中医研究》《实

用中医内科杂志》《新中医》3 本期刊的载文量依次

排名前 3，各自的载文总量均超过 700 篇。分析高

载文量中文期刊的收稿要求可知，中药临床用药规

律、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是国内甘草研究的热点关

注内容。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发
文
量

/篇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其他 

江苏 

陕西 

广东 

新疆 

浙江 
上海 
河北 

累积发文量 

年份 

45 000 

40 000 

35 000 

30 000 

25 000 

20 000 

15 000 

10 000 

5 000 

0 

累
积
发
文
量

/篇
 

1 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发
文
量

/篇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年份 

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石河子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C                                                                  D  

A                                                                 B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发
文
量

/篇
 

王文全 

段金廒 

王付 

钟赣生 

刘颖 

李明 

刘春生 

李娜 

木合布力·阿布力孜 

柳海艳 

年份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发
文
量

/篇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年份 

中医与中西医结合 
中药与方剂 

临床医学 

兽医 
作物 

农业经济 

食品 

生物 

药学 
化学工程 

北京 

天津 

山东 

湖南 

湖北 

辽宁 

甘肃 

河南 



 中草药 2024 年 4 月 第 55 卷 第 7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April Vol. 55 No. 7 ·2355· 

   

 
A-国际研究高载文量期刊分布；B-国内研究高载文量期刊分布。 

A-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with high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rticles; B-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with high volume of research articles in China. 

图 3  甘草研究的高产期刊发文量 

Fig. 3  Publications volume of high-yield journals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2.3  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论文可间接反映该领域科学研究的影响

力和热点方向。运用 COOC 12.8 筛选甘草研究领域

的高被引文献并进行统计分析，分别得到甘草研究

国际、国内高被引文献年度分布情况，如图 4-A、B

所示。统计分析显示，国际研究层面，甘草研究的

高载文期刊与高被引论文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关系；2000—2021 年，共有 43 篇文献的被引频次

超过 30 次，合计被引频次达 5 028 次。从高被引文

献年度分布情况（图 4-A）来看，研究时段内甘草

的科研热度不断提升并趋于稳定，发表的高质量论

文量较多，2014 年后，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基本都能

超过全年发文量的 5%。其中“查耳酮异构酶基因过

表达与诱导处理相结合提高甘草毛状根培养物中黄

酮类化合物的产生”[15]一文被引频次最多，合计 100

多次。国内研究层面，有 86 篇甘草研究的中文文献

被引频次超过 80 次，合计被引频次达 12 447 次。

由图 4-B 显示，研究时段内高被引文献数量的年度

占比呈现先增后降，最后趋于稳定的趋势。值得注

意的是，国内甘草研究的大多数高被引文献集中发

表于 2000—2006 年，高被引文献快速积累，表明

“甘草”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研究也取得

了快速的发展。国内发文中引用最高的是兰州大学

李明等[16]发表的“干旱胁迫对甘草幼苗保护酶活性

及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影响”。综合来看，2007 年是

“甘草”科研产出的分水岭。2006—2007 年，国际、

国内科研领域均发表了一批数量可观、质量尚佳的

甘草研究性论文；2007 年前，国内甘草研究论文迅

速积累，奠定了“甘草”科研热的基础；2007 年开

始，甘草研究在国际科研领域持续走热并稳定产出。 

2.4  科研合作 

2.4.1  甘草研究领域的全球合作分析   运用

VOSviewer 软件对甘草国际研究数据进行跨地域合

作态势可视化分析，并构建国家合作网络共现图，

见图 5。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有 30 个国家参与了甘

草研究，其中中国的科研产出量最多，国际发文共 

 
A-国际高被引论文年度分布；B-中国高被引论文年度分布。 

A-annu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B-annu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China. 

图 4  甘草研究的高被引论文年度分布 

Fig. 4  Annu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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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甘草研究的国家合作网络共现图 

Fig. 5  Co-occurrence map of national cooperation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231 篇，远高于伊朗（第 2，31 篇）和印度（第 3，

25 篇）。从国际合作来看，参与甘草研究国际合作

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中国与 16 个国家累计达成

甘草科研合作 30 次，中国与美国、韩国、德国的合

作最为频繁，与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家的合作

较为密切。国际科研合作也促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甘

草研究性论文，如 2006 年中美合作发表了“中药五

味子和甘草激活大鼠孕激素X受体并增加华法林清

除率”[17]，被引 146 次；2013 年比利时、智利、捷

克 3 个国家合作研究并发表了高质量论文“采收时

间对光果甘草化学特性和生物活性的影响”[18]。 

2.4.2  甘草研究领域的机构合作分析  分析各科研

机构的发文量以及机构间的科学协作态势可以反映

出甘草研究领域各科研机构的贡献程度以及影响

力。运用 VOSviewer 软件分别构建甘草研究国际、

国内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图，如图 6-A、B 所示。从

国际层面（图 6-A）来看，全球共有 129 个机构参 

 
A-国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频次≥1）；B-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频次≥5）。 

A-cooperation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frequency ≥ 1); B-cooperation network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frequency ≥ 5). 

图 6  甘草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Fig. 6  Cooperation network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与了甘草研究，机构间合作 26 项，其中高贡献度机

构主要有天津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

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

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等；从国内层面（图 6-B）来

看，国内 1 535 个机构参与了甘草研究，达成合作

4 182 项，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国内

各省市的中医药类高校是甘草研究的主体机构；其

中，天津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科研机构

在国内、国际甘草科研领域均具有较高的贡献度与

影响力。从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来看，北京中医

药大学的与其他机构间合作频次最高，与 80 余个

机构累计合作 350 余次，共计发表文章 1 400 余篇；

天津中医药大学次高，与其他 30 个机构累计合作

300 次，共计发表文章 600 余篇。 

2.4.3  甘草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分析  分析科研

人员在甘草研究领域的发文量与科研合作频次，探

析甘草研究团队的科研人员构成，有利于促进科研

成果的交流与团队间的协作。运用 VOSviewer 软件

分别构建甘草研究的国际、国内作者合作网络图，

如图 7-A、B 所示。由图 7-A 显示，国际甘草研究 

Items: 129 
Clusters: 20 
Link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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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际研究作者合作网络（频次≥1）；B-国内研究作者合作网络（频次≥5）。 

A-cooperation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authors (frequency ≥ 1); B-cooperation network of domestic authors (frequency ≥ 5). 

图 7  甘草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 

Fig. 7  Cooperation network of author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领域有 27 位学者协作构成了 4 个科研团体，达成

了 77 项科研合作。其中 GAO Wenyuan、LIU Shujie、

WANG Juan、LI Jinxin、WANG Rui、MA Bingliang、

ZHOU Tian、LI Jing、LIU Ying、REN Guangxi 等学

者在甘草研究领域贡献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以

上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中药复方研究、化学、药理学等；分析学者的

背景发现，大多数合作主要发生在具有相同国籍或

具有相同机构背景的作者间。由图 7-B 显示，国内

甘草研究领域有 2 302 个学者达成合作 7 133 项，

作者通过合作关系聚成了多个研究群体，以王文全、

王付、段金廒、刘颖、李明、钟赣生、刘春生等为

中心的研究群体发文量大且合作密切，表明研究者

在甘草研究领域有一定共识基础，但合作主要以机

构内部合作为主；国内研究高贡献度作者的研究领

域主要涉及药用植物学、中医临床研究、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分子生药学、功能代谢组学研究等领

域。综上可知，中国学者是甘草研究的主体人群，但

作者合作存在机构、地域局限，建议加强跨背景、跨

机构、跨国家的合作以及学科交叉，促进团队合作与

学习，为甘草领域的跨越式、多元化发展做出贡献。 

2.5  研究热点分析 

2.5.1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学术论文关键词作为

研究核心和学科信息标签，可以反映论文的内容和研

究方向，而聚类分析则可以直观地显示关键词之间的

关联程度和集群关系，因此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能更

准确地揭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19]。本研究运用

VOSviewer 软件，采用余弦相似度算法，对甘草国内

外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析，以连接线的宽度

表示节点间的关联强度，相同的颜色表示研究主题相

似的关键词聚类集群，分别构建国际、国内甘草研究

的关键词共现聚类知识图谱，如图 8-A、B。 

由图 8-A 所示，从国际层面看，甘草研究的热

点关键词主要是 licorice、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Glycyrrhiza glabra L.、glycyrrhizic acid、

liquiritin、flavonoids、pharmacokinetics 等，间接反

映出甘草的国际研究热点主要是不同来源甘草的化

学成分与药理作用；国际论文关键词共现形成了 3

个主要的核心聚类集群，揭示出国际科研环境中甘

草研究的 3 大主题：①基于化学方法对甘草有效成

分的研究，主要是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

液质联用与气质联用等技术对甘草的化学成分进行

提取、分离、测定研究和开展抗氧化、抗炎、抗病

毒等活性成分筛选与药动学研究[20-21]；②基于基原

及药理活性对甘草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不同来源甘

草的药理药效与遗传多样性[22-23]；③基于生长条件

及基因表达对甘草的研究，主要研究影响甘草生长

的基因与环境因素及不同生长条件下甘草的生长特

性、生源途径、药理活性等[24-25]。 

由图 8-B 所示，国内甘草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主

要有甘草、炙甘草、甘草酸、中医药疗法、用药规

律、临床观察、芍药甘草汤、医案等，反映出国内

Items: 27 
Clusters: 4 
Links: 77 

 

A 

Tolal link strength: 234 

Items: 2 302 
Clusters: 59 
Links: 7 133 

 Tolal link strength: 19 522 

B 



·2358· 中草药 2024 年 4 月 第 55 卷 第 7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April Vol. 55 No. 7 

   

 

A-国际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频次≥1）；B-国内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频次≥5）。 

A-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map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requency ≥ 1); B-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map of domestic studies (frequency ≥ 5). 

图 8  甘草研究的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Fig. 8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map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研究的核心热点是甘草的中医临床用药规律；中文

文献关键词共现形成了 3 个明显的关键词聚类集

群，反映出国内甘草研究的 3 大主题：①对甘草传

统功效的现代化应用研究，基于甘草的补脾益气、

清热解毒、缓急止痛、调和诸药等传统功效，研究

甘草在肝炎、肿瘤、炎症等西医临床疾病诊治中的

应用与疗效[26-28]；②对甘草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的

研究，采用现代分析技术与方法，对甘草及其复方

制剂开展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鉴定研究及活性

成分筛选与作用机制研究[29-31]；③甘草及其复方的

中医临床应用研究，从中医临床用药特点出发，探

析中药甘草的配伍规律、临床疗效与药理作用[32-34]。 

2.5.2  时间视角下的甘草研究热点演变分析 

（1）国际研究热点的演变历程：依据甘草的国

际研究发展历程，探析时间视角下不同发展期的研

究热点，将 2000—2021 年的国际文献数据分段分

析，得到 4 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9），反映了甘草

国际研究的 4 个发展时期。①萌芽期（图 9-A）：该

时期（2000—2005 年）的研究内容普遍浅显，主要

是甘草复方的疗效研究和甘草化学成分提取分离方

法的建立。如 Tan 等[35]建立了乙醇-磷酸盐双水相体

系从甘草中的分离甘草酸的方法；Wang 等[36]建立

了从甘草中提取甘草酸的多级逆流提取工艺。这些

研究虽然简单浅显，但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技术基

础。②发展期（图 9-B）：该时期（2006—2010 年）

甘草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技术基本成熟，关于甘草

药理作用的研究逐渐增多。另外，随着野生甘草资

源的短缺，甘草的种植技术及栽培品的质量控制成

了研究热点。如 Pan 等[24]研究发现盐胁迫和干旱胁

迫可以诱导甘草的氧化应激；Hou 等[37]研究了低光

照对甘草根次生代谢产物生长和积累的影响。③成

熟期（图 9-C）：随着甘草活性成分的明确以及色谱、

质谱等技术的成熟，该时期（2011—2015 年）的研

究热点集中于甘草及其复方的药理作用以及代谢机

理研究。如 Shen 等[38]研究了 HPLC 指纹图谱法测

定芍药、甘草单用和联合用药的特征有效成分在大

鼠体内的药动学，揭示了芍药甘草汤组分化合物的

相容性。④稳定期（图 9-D）：该时期（2016—2021

年）的研究重点也是甘草的药理作用和代谢机制，

但内容更加深入复杂，主要是基于细胞代谢水平下

的甘草药效与作用机制研究。如 Wang 等[39]研究发

现甘草中三萜类和黄酮类化合物的吸收机制主要是

被动扩散通过人体肠道 Caco-2 细胞单层。纵观甘草

的国际研究热点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研究过程经

历了从浅显到深入、从技术方法到原理机制、从基

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传统中药到天然药物的完整

过程，目前已经深入到了细胞水平的代谢机制研究

且趋于稳定。 

（2）国内研究热点的演变历程：将 2000—2021

年的甘草研究中文文献数据分段分析，得到时间视

角下不同发展期的 3 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10），

反映了国内甘草研究的 3 个发展阶段。①兴起阶段 

A 

Items: 1 003  Clusters: 58  Links: 3 324  Tolal link strength: 3 468 

B 

Items: 5 038  Clusters: 23  Links: 97 582   

Tolal link strength: 259 856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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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2005 年萌芽期研究热点分析图；B-2006—2010 年发展期研究热点分析图；C-2011—2015 成熟期研究热点分析图；D-2016—2021 年

研究稳定期热点分析图。 

A-hot spot analysis map of embryonic period from 2000 to 2005; B-hot spot analysis map of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2006 to 2010; C-hot spot analysis 

map of mature period from 2011 to 2015; D-hot spot analysis map of stable period from 2016 to 2021. 

图 9  时间视角下甘草国际研究热点分析 

Fig. 9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hot spots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from time perspective 

 
A-2000—2005 年兴起阶段研究热点分析图；B-2006—2010 年快速发展阶段热点分析图；C-2011—2021 年稳定发展阶段研究热点分析图。 

A-hot spot analysis map of rising stage from 2000 to 2005; B-hot spot analysis map of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from 2006 to 2010; C-hot spot analysis 

map of stable development stage from 2011 to 2021. 

图 10  时间视角下国内甘草研究热点分析 

Fig. 10  Analysis of domestic research hot spots o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from tim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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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A）：进入 21 世纪，我国对中医药的科研投

入增大，很多新兴科学技术被应用于中医药研究，

也掀起了甘草研究的高潮。此阶段（2000—2005 年）

的研究热点主要是甘草及其复方的临床应用、用药

经验、化学成分[40-56]，共计发文 5 246 篇，为后续

甘草的深入研究积累了扎实的科学依据。②快速发

展阶段（图 10-B）：2007 年，国家提出了中西医并

重的战略要求，开始大力扶持我国传统医学和民族

医学事业。在国家政策和科技发展的共同助力下，

国内甘草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此阶段（2006—

2010 年）历时虽短但产出丰硕，共计发表甘草研究

论文 7 781 篇，热点研究内容包含 2 个方面：一是

对甘草经方验方用药规律的挖掘和名老中医用药经

验的总结[57-63]；一是对甘草化学成分和药效物质基

础的研究[64-71]。该时期的研究热点符合当时的政策

号召，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研究态势。③稳定发

展阶段（图 10-C）：经过快速发展期的积累，国内

甘草研究的方法技术基本成熟，学科壁垒逐渐明晰，

加上《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先后颁布，国内

甘草研究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该阶段（2011—

2021 年）甘草科研热度依旧但年度发文量基本稳

定（2 500～3 000 篇），总发文量共计 28 791 篇。从

热点关键词和聚类群来看，该阶段的研究内容丰富

多元，包括甘草及其复方的功效与临床应用研究、用

药规律和配伍研究、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对现

代疾病（主要是肺炎[72]、慢性心力衰竭[73]、类风湿性

关节炎[74]、支气管哮喘[75]等）的防治作用研究，针对

甘草临床应用的大数据挖掘与用药规律分析也是现

阶段的新兴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12 月

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引起了医药科研热点的迅速集聚，基于

数据挖掘的 COVID-19 中医防治方药分析、含甘草

止咳方剂、防治肺炎方剂的用药规律分析等成为该

阶段的研究热点，并迅速积累了大量文献。 

2.5.3  地域视角下的甘草研究热点差异分析   

（1）甘草的国际研究热点地域分布特征：从空

间视角出发，把握不同国家、地域间甘草研究的重

点和方向，能够为国际科研合作提供可靠的参考依

据。运用 COOC 12.8 软件，追踪甘草研究发文量前

10 的国家为中国、印度、伊朗、韩国、日本、德国、

意大利、土耳其、美国、西班牙，应用 VOSviewer

分别构建以上国家的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每

个节点的关联强度用线宽表示，相似研究主题的热

词以相同的颜色聚集。由图 11 可知，国际范围内，

中国在甘草研究领域的热度值和科研产出量最大，

其研究内容和科研热点也最丰富、多元。中国对甘

草的研究主要是从“中药”角度出发，探究甘草的

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作用机制等，其内容包括 2

方面：一是建立甘草及其复方制剂的化学成分提取、

分离、纯化、鉴定和含量测定方法；二是研究甘草

及其复方制剂在目标疾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药理

作用及作用机制等[76-80]。总体来看，不同国家对甘

草的研究各有侧重，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特点，

如东亚国家多从“中药”或“汉方药”角度研究甘

草，中国、日本、韩国都热衷于探究甘草经典名方

的药效与应用[81-82]；亚洲西南部国家则侧重于甘草

的生物学研究，如印度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解释了甘

草的药用功效[83-84]，伊朗研究了生长条件对甘草生

理、生化指标的影响[85-86]，土耳其在不同种质甘草

的药效差异和甘草非药用的研究方面卓有成效[87]；

而欧美国家更侧重于甘草成分与药理作用的研究，

如德国长于建立研究甘草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的技

术方法[88-89]；意大利在甘草的抗氧化、抗炎活性研

究方面表现突出[90-91]；西班牙研究了生长环境对甘

草有效成分积累的影响[25]；美国则致力于甘草提取

物的作用与治病机制研究[92]。 

（2）甘草国内研究热点地域分布特征：分析国

内各省（直辖市）间甘草研究的侧重点与优势，能

够促进优势互鉴，深化区域及机构间的合作研究。

运用 COOC 12.8 追踪中国甘草研究发文量前 10 的

省（直辖市）为北京、江苏、陕西、天津、甘肃、

浙江、山东、上海、广东、湖北，应用 VOSviewer

分别构建以上省（直辖市）的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

图谱。由图 12 可知，北京市的甘草研究主要有 3 大

主题（3 个明显的聚类集群），分别为以桂枝汤、金

匮要略、用药规律、数据挖掘等关键词为代表的甘

草经典名方用药经验总结与临床疗效研究，以甘草

素、甘草酸、HPLC 指纹图谱、生物量、抗氧化等

关键词为代表的甘草生理特性、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研究，以中药临床应用、肾毒性、药效组分等关

键词为代表的甘草临床应用与药理机制研究；江苏

省的热点关键词聚类为不太明显的 4 个主题，其中

以中西医结合疗法、胆汁反流性胃炎、噢美拉唑、

名医经验、胃肿瘤等关键词为代表的中西医结合治

疗胃食管疾病是该省的研究特色；陕西省的核心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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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甘草研究高发文量国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Fig. 11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map of countries with high publications volume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图 12  甘草研究高发文量中国地区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Fig. 12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map of Chinese areas with high publications volume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research 

类群热点关键词为配伍、药对、网络关联、甘草、

白扁豆、白术、茯苓、大黄等，反映出该省的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于甘草的配伍与用药规律；天津市在

甘草经典名方临床药效与甘草配伍规律的数据挖掘

方面成果颇丰，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伤寒杂病论、

炙甘草、用药规律、黄芪桂枝五物汤等是其代表性

关键词；甘肃省的热点关键词有生长动态、含量、

产量、人工栽培、资源调查、盐胁迫等，主要研究

内容为甘草原植物的生长特性、栽培技术、资源情

况、药材质量等，其研究多突出了甘草的“道地”

特性，这与甘肃是甘草的道地产区有关；浙江省的

甘草研究内容丰富，热点关键词繁多，其在甘草复

方的临床应用研究和经方验方的用药规律挖掘方面

成果较多，医案、用药规律、数据挖掘、临床应用

等是其热点关键词；山东省的研究热点也集中于甘

草及复方临床用药规律的挖掘与分析，此外，甘草

及其复方的成分测定与质量标准研究也是其重点主

题；上海市的甘草研究内容多样，热点关键词聚类

为 5 个明显的集群，体现为甘草经典名方用药规律

的数据挖掘、甘草及复方的有效成分研究、甘草临

中国                     印度                     伊朗                   韩国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土耳其                    美国                    西班牙 

北京市                   江苏省                  陕西省                   天津市                 甘肃省 

浙江省                   山东省                   上海市                  广东省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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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疗效与药理活性的研究、甘草及复方的药理作用

研究、甘草及复方的作用机制研究 5 个主题，丰富

多元的研究与该地区的科研实力密不可分；广东省

的热点关键词也聚为 5 个集群，对应甘草经方验方

的数据挖掘、甘草及复方活性成分的研究、甘草的

现代临床应用研究、甘草的中西医结合应用研究以

及甘草的药理作用及机制研究 5 个研究主题；湖北

省的甘草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为 3 个研究主题集

群，分别为甘草复方的临床疗效研究、甘草及复方

的活性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甘草复方传统用药经

验的挖掘与分析。综上所述，国内不同省区在甘草

研究方面各有专攻与特色，应用网络数据平台挖掘

甘草传统用药经验是大多数省区都热衷的研究主

题，但北京、上海、广东这类发达地区在甘草药理

活性和作用机制研究方面的科研势头明显领先于其

他区域。 

3  结论与展望 

2000—2021 年，甘草的科研热度持续走高，国

内外研究发文量总体呈多元增长趋势。国际研究层

面，甘草的科研定位主要是“天然药物”，相关研究

论文多发表于生物医学类杂志，中国是甘草研究的

核心国家，国际合作网络发达。甘草的国际研究主

要有 3 大主题：甘草的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技术、

甘草的药理活性和作用机制、甘草的生长特性与生

源途径。国内研究层面，多以“中药甘草”为研究

对象，国内中医药院校的师生是其主要的研究人员，

研究的热点内容主要有甘草及复方的用药经验和临

床疗效、甘草对现代疾病的治疗效果、甘草的化学

成分与药理活性。 

从时间视角来看，2000—2021 年，国际甘草研

究历经萌芽、发展、成熟、稳定 4 个时期，研究内

容从浅入深、从技术方法到原理机制，目前已经深

入到了细胞水分的代谢机制研究；国内甘草研究经

历了兴起、快速发展、稳定发展 3 个阶段，研究内

容也逐渐丰富多元，从临床应用＋用药经验→化学

成分＋活性成分＋用药规律挖掘→临床应用＋用药

经验＋活性成分＋药理作用＋作用机制＋现代疾病

治疗，在 COVID-19 疫情的刺激下，甘草的用药经

验数据挖掘与传统用药规律分析是现阶段的热门研

究主题。纵观国内甘草研究的发展过程，生动体现

了“守正创新”的研究态势和热点引爆的时代特征。

从空间视角来看，国际甘草研究表现出一定区域特

性，东亚国家热衷于甘草的中医经典名方功效与应

用研究，西南亚国家偏重于甘草的生物学研究，欧

美国家则专注于甘草成分与药理作用的研究；国内

不同省（直辖市）在甘草研究方面也各有所长，其

中江苏省在甘草治疗胃食管疾病方面成果颇丰；甘

肃省作为甘草的道地产区，研究重点集中于甘草原

植物的生长特性、栽培技术、药材质量等，突出了

甘草的“道地”特性；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

区在甘草的药理活性和作用机制研究方面较为领

先。分析甘草科研的空间特点，无论是国际研究主

题的区域相似性，还是国内研究内容的地区差异性，

其实都是当地医药文化、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在科

研方面的直观体现。 

甘草作为一种集天然药物、食品添加剂、化妆

品原料、珍稀植物资源、防沙生态物种等多用途的

经济品种和生产资料，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热门主

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科研水平大幅提高，甘

草科研也迅速发展，相关产出快速积累，甘草药用

功效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国际甘草研究在技术与内

容方面持续深入，甘草的成分提取、分离、分析技

术不断被优化，甘草的药效成分、药理作用、作用

机制逐渐被阐明；国内甘草研究内容丰富多元，但

热点集中，甘草的中医用药经验与配伍规律研究是

持续热点，并在 2019 年 COVID-19 疫情爆发后进

入高潮。分析其原因，一是甘草本身具有祛痰止咳、

调和诸药之效，其复方制剂在 COVID-19 防治中被

广泛使用且疗效突出，为了应对多变的疫情，科研

人员必须分析总结中医名方用药规律，寻找对症有

效的方剂；二是中药复方在 COVID-19 防治中的突

出表现直接证明了中医药的有效性，民众（甚至国

际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均有提升，中

医药典籍与经方验方的科研影响力也大幅提高，开

展经典名方用药经验与配伍规律研究成为科研热

潮，而甘草作为中医临床高频用药，其复方用药规

律研究成为即时热点。综合来看，甘草科研已经进

入到多元、深入的稳定发展期，其科研态势整体良

好但圈层局限性和文化壁垒明显。一方面，国际、

国内甘草研究的内容和科研步伐差距较大。国际社

会专于技术方法和原理机制研究，国内则长于中医

临床疗效和用药规律研究，2 个圈层的研究内容有

交汇但并没有真正融通。另一方面，甘草研究的科

研力量过度集中，研究机构间合作较少。因此，要

推进甘草科研深层次发展，应强调跨背景、跨机构、

跨国家的合作，突破区域局限与文化壁垒，做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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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的互鉴融通，找到“中药甘草”与“天然药

物甘草”的关键连接点，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探究甘

草及其复方的起效机制，解释中医药的科学性，助

力甘草的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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