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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刊》刊文特征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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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4）

　　摘要：目的 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022 年所刊文的内容特征与热点，以期为《中华中医药学刊》
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综合运用 CiteSpace、VOSviewer等文献计量工具，从刊文量、研究者、研究机构、刊文主要关键词、
刊文热点主题、刊文研究趋势等，进行多维视角的可视化分析。结果 年刊文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刊文质量显著提升；研

究者之间连线较为密集；研究者群体相对稳定。结论 刊文研究者合作关系相对紧密；呈现以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为核心

研究者群体特征；中西医结合、中药现代化和针灸治疗现代化三大主题，是《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022 年的研究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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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hotspots of Chinese Archives of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2007 to 2022，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es of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ethods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quantity of published articles，researchers，re-
search institutions，key words of published articles，hot topics of published articles，research trends of published articles and so
on，andthe multi －dimensional visu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n.Results The quantity of the annual papers decreased，but the quali-
ty of the papers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Conclusions There are three major themes includ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
tion treatment，which became the hot topics of Chinese Archives of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2007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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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中医药学刊》创刊于 1982 年，原刊名为《中医函授
通讯》《中医药学刊》，2007 年更名为《中华中医药学刊》，自
2014 年开始，成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
刊，在学术界享有较为广泛的认可度。笔者运用文献计量工具

对《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022 年所刊研究性文章进行计量
分析，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华中医药学刊》刊文的内容特征与

研究热点，以期为《中华中医药学刊》进一步发挥重要学术载

体作用、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基于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所刊文章进行检

索，得到文章 15 890 篇。剔除共识与通知、公告与资讯等各类
非正式性文章共 1079 篇，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刊
文剔除情况详见表 1，最终得到样本文献 14 81 1 篇。文献计量

学将文献及其计量特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者、研究机构、

刊文关键词等对文献的基本特征与动态变化进行定量分

析［1］，挖掘和分析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可视化展示［2］。

本文综合运用 CiteSpace、VOSviewer等工具进行文献计量与可
视化分析，较好地揭示了《中华中医药学刊》刊文的内容特征

与热点主题情况。

表 1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刊文剔除情况

分类 内容 文章数量

共识与通知 专家共识、学刊通知、论坛通讯等 　14
公告与资讯 中华中医药学会活动公告、统计性符号规范公告、规范公告、发

刊词、人物介绍、专家与领导发言、临床试验通报、中医药管理局

方案、政策法规、会议精神、学习感悟与心得体会、知识试题等

1060

其他　　　 各类基金、数据库、研究、工程、行动启动简讯等 　 5

2　刊文的主要文献特征
2.1　刊文量分析

2007—2022 年共 16 年时间内，《中华中医药学刊》刊载学
术论文 14 81 1 篇。对年刊文量和累计刊文量进行了可视化展
现，如插页ⅩⅩⅢ图 1 所示。综合而言，年刊文数量整体呈下降
趋势，从侧面反映出《中华中医药学刊》对文章质量把控更加

严格，刊文质量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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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者分析
运用 CiteSpace，对《中华中医药学刊》的研究者情况进行

可视化分析，得到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研究者图
谱，如插页ⅩⅩⅢ图 2 所示。图中共有 1071 个节点、1757 条连
线，网络密度为 0.003 1。节点颜色越浅，表明研究者越早开始
在《中华中医药学刊》发文，如朱萱萱、康廷国、郭勇、姜德友等

组成了期刊早期的重要研究者群体。图中左右两列作者为无

连线节点，即独立发文作者，大体上早期独立发文作者多于近

年独立发文作者。从整体来看，研究者之间连线较为密集，刊

文研究者合作关系相对紧密。

表 2 展示了发文量排名前 20 的研究者，可以发现杨关林、
贾连群、朱萱萱、张哲、康廷国、宋囡、孟庆刚等发文量高于 50
篇，是促进《中华中医药学刊》发展的重要研究者，其中杨关林

教授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综合来看，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

研究者群体。

表 2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
核心研究者（发文量排名前 20 位）

序号 研究者
发文

量

初始发

文年份
序号 研究者

发文

量

初始发

文年份

1 杨关林 126 2008 1 1 石岩　 32 2017
2 贾连群 76 2016 12 张会永 32 2008
3 朱萱萱 73 2007 13 王忆勤 27 2010
4 张哲　 69 2008 14 张颖　 27 2007
5 康廷国 60 2007 15 吕晓东 27 2017
6 宋囡　 60 2017 16 庞立健 27 2017
7 孟庆刚 5 1 2007 17 柴可夫 27 2007
8 蔡宝昌 42 2008 18 常富业 26 201 1
9 张艳　 42 2007 19 张宇燕 26 2010
10 张立德 35 2008 20 郭勇　 25 2009

2.3　研究机构分析
运用 VOSviewer对各研究机构的发文进行计量统计分析，

得到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
谱。插页ⅩⅩⅢ图 3 显示节点数量为 47、连线数量为 29。可以
较为直观地看出，具有明显合作发文机构大多具有地域临近的

特点，或同机构下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联系。

此外，运用 CiteSpace 对各研究机构的发文量进行计量统
计分析，表 3 为提取发文量居于前 20 位的研究机构信息。由
表 3 可以看出，辽宁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等是《中华
中医药学刊》至关重要的研究机构。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传统中

医药高校在《中华中医药学刊》上也具有较高的刊文量。综合

看来，呈现以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为核心研究力量的特点，传统

中医药高校及其附属医院发挥了重要的研究引领作用。

3　刊文的主要热点主题
3.1　刊文主要关键词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和直接体现。运用

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插页ⅩⅩⅣ图 4。图中共有
729 个节点、857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3 2。

为尽可能全面展现《中华中医药学刊》刊文的主要关键

词，表 4 列出了频次前 50 位的关键词。可以看出，“中药”“中
医药”“中医”“中西医结合”作为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频次；

临床治疗效果（“疗效”“临床疗效”“临床研究”）、针灸（“针

刺”“电针”“针灸”）、老年常见慢性病（“糖尿病”“糖尿病肾

病”“冠心病”）、药物研究（“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等

是《中华中医药学刊》刊文研究的高频关注点。此外，除去研

究领域词条（“中药”“中医药”“中医”），“疗效”“大鼠”“综

述”等具有较高的中心度，在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
刊》刊文中具有相对重要的研究地位。

表 3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核心
研究机构（发文量排名前 20 位）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1 辽宁中医药大学 868 1 1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
2 浙江中医药大学 654 12 广西中医药大学 163
3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566 1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53
4 北京中医药大学 295 14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43
5 南京中医药大学 215 15 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126
6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2 16 辽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123
7 山东中医药大学 197 17 成都中医药大学 1 12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185 18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2
9 浙江省中医院 179 19 河南中医药大学 97
10 广州中医药大学 170 20 天津中医药大学 96

表 4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高频关键词（频次排名前 20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

度

初始出

现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

度

初始出

现年份

1 中药　　　 355 0.16 2007 1 1 临床研究　　　 164 0.04 2007
2 中医药　　 354 0.11 2007 12 细胞凋亡　　　 159 0.04 2007
3 疗效　　　 345 0.11 2009 13 糖尿病　　　　 152 0.06 2007
4 综述　　　 254 0.11 2007 14 研究进展　　　 152 0.03 2007
5 大鼠　　　 249 0.10 2007 15 高效液相色谱法 150 0.01 2007
6 中医　　　 211 0.09 2007 16 含量测定　　　 147 0.02 2007
7 临床疗效　 198 0.06 2007 17 糖尿病肾病　　 145 0.05 2007
8 针刺　　　 188 0.08 2007 18 冠心病　　　　 145 0.06 2007
9 中西医结合 175 0.03 2007 19 电针　　　　　 144 0.06 2007
10 实验研究　 174 0.08 2007 20 针灸　　　　　 142 0.03 2007

　　进一步地，基于 LLR 算法，在 CiteSpace 中将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刊文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到了 7 个类别。
见表 5。

表 5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关键词聚类情况

聚类

ID
关键词

数量

聚类轮

廓值
聚类代表性关键词

0 177 0.752 疗效；临床疗效；Meta分析；免疫功能；化疗
1 131 0.788 中医；冠心病；辨证论治；中医药疗法；证候
2 125 0.687 大鼠；TNF －α；电针；实验研究；动物模型
3 101 0.821 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化学成分；hplc*；提取工艺
4 100 0.646 网络药理学；中医药；作用机制；研究进展；中药
5 67 0.691 凋亡；细胞凋亡；Bcl －2；Bax；增殖
6 　4 0.998 教学改革；方剂学；教学方法；中医外科学；学科建设

　　注：*hplc 全称为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高效液相色谱法。
聚类 0：Meta分析作为循证医学的高级别证据，能文献进

行定量分析，被许多学者所青睐，在临床疗效方面研究的重要

性尤为突出。

聚类 1：以中医思维切入病症，通过分析“证”“证候”的病
因病机来处方用药，体现中医药优势。部分学者基于计算机数

据挖掘技术，对中医药数据库进行研究，对比名老中医的处方

用药规律，讨论中药的性味归经等，得到最优治疗方案［3］。

聚类 2：研究电针治疗帕金森病、溃疡性结肠炎、心肌肥厚
模型大鼠的作用机制。其中探讨较多的是对 TNF －α（肿瘤坏
死因子）影响程度，并以该数据作为衡量疗效的指标之一。

聚类 3：该聚类主要包括中药材提取工艺［4］和中药饮片提

取工艺［5］的优化。在实验设计方法上，学者们偏好正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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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这一设计方法是研究多因素、多水平的重要研究方法，

是目前最常用的工艺优化试验设计和分析方法［6］，能够有效

降低实验者的工作量。

聚类 4：网络药理学基于“疾病－基因－靶点－药物”相互
作用网络，揭示多分子药物协同作用于人体的机制［7］，为帮助

治疗棘手的疾病提供新的思维和方案。

聚类 5：关于细胞凋亡的实验研究聚焦于 B 细胞淋巴瘤基
因—2（B －cell lymphoma －2，Bcl －2）和 BCL2 －Associated 相
关 X蛋白质（BCL2 －Associated X，Bax）［8］。其中心肌细胞凋
亡和神经细胞凋亡是这一聚类中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

聚类 6：对中医药院校和西医院校当中的中医课程设置等
教学改革的讨论集中于 2007—2010 年，改革方向包括课程开
展方式、教师素质培育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析，其中有多位学

者强调了案例在中医教学中的重要性。另外，学者关注度较高

的课程为方剂学［9］。

3.2　刊文热点主题
为了对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的热点主题有更

好地把握，进一步运用 CiteSpace 对刊文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展
现和聚类信息统计。

3.2.1　2007—201 1 年刊文热点主题　运用 CiteSpace绘制《中
华医药学刊》关键词共现图，其中涵括节点 381 个，关键词连线
1588 条，网络密度为 0.021 9。见图 4。
2007—201 1 年间共现关键词总计 381 个，其中频次 100 及

以上的关键词有 4 个，频次 50 及以上的关键词有 18 个，频次
30及以上的关键词有 43 个。在这一时间段，共现频次大于 50
的关键词如表 6 所示，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分别为大鼠（1 19
次）、中药（1 13 次）、中医药疗法（105 次）、实验研究（102 次）、
中医药（96 次）、综述（89 次）、中医（88 次）、高效液相色谱法
（84 次）、临床研究（74 次）、含量测定（74 次），除去描述中医
药相关宽泛概念的名词外（中医药疗法、中医药、中医），还包

含中西医结合（71 次）、细胞凋亡（70 次）、治疗（67 次）。
2007—201 1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共现频次达 50 次及以上关
键词。见表 6。
表 6　2007—2011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共现频次达 50次及以上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大鼠　　　 119 7 中医　　　　　 88 13 治疗 67
2 中药　　　 113 8 高效液相色谱法 84 14 hplc 65
3 中医药疗法 105 9 临床研究　　　 74 15 糖尿病 65
4 实验研究　 102 10 含量测定　　　 74 16 动物模型 59
5 中医药　　 96 1 1 中西医结合　　 71 17 糖尿病肾病 51
6 综述　　　 89 12 细胞凋亡　　　 70 18 针刺 50

　　对 2007—201 1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关键词进行分析，得
到中医、细胞凋亡、实验研究、中医药疗法、含量测定、综述、血

管性痴呆、基因组、教学改革共 9 个聚类，其中除了教学改革聚
类持续时间极短以外，其他 8 个聚类均贯穿整个时间线轴。具
体为：

#0 聚类：中医，主要涉及中医相关的宽泛概念，如中西医
结合、体质、治未病等。

#1 聚类：细胞凋亡，包含节点数量相对较少，其中糖尿病、
大鼠、抗氧化、一氧化氮属于重要节点。

#2 聚类：实验研究，主要涉及通过动物模型进行实验的相
关研究，包含小鼠、vegf（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活血化瘀、肺纤维化等重要节点。

#3 聚类：中医药疗法，主要涉及中医药治疗方法，治疗病

症相关的问题，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Meta 分析、疗效等是
重要节点。

#4 聚类：含量测定，主要涉及药物成分分析相关问题，包
含 hplc、高效液相色谱法、多糖、化学成分、正交试验、葛根素等
重要节点。

#5 聚类：综述，包含节点相对较少，其中重要节点为风湿
性关节炎、中医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艾灸、中医体质等。

#6 聚类：血管性痴呆，包含节点相对较少，主要涉及针灸
的相关研究，包括针灸疗法、电针、针刺疗法、足三里等，其中重

要节点有脑卒中和学习记忆。

#7 聚类：基因组，包含节点相对较少，节点经络、中医心理
学较为突出，其余节点整体心理学、参照系、意元体、假说节点

较小，相关研究文章少。

#8 聚类：教学改革，包含节点最少，持续时间最短，仅有
2007 年，包含教学方法、方剂学两个节点。
3.2.2　2012—2016 年刊文热点主题　运用 CiteSpace绘制《中
华医药学刊》关键词共现图，其中涵括节点 370 个，关键词连线
1669 条，网络密度为 0.024 4。见图 4。
2012—2016 年间共现关键词总计 370 个，其中频次 100 及

以上的关键词有 3 个，频次 50 及以上的关键词有 18 个，频次
30 及以上的关键词有 51 个。在这一时间段，共现频次大于 50
的关键词如表 7 所示，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分别疗效（134 次）、
中药（127 次）、中医药（124 次）、大鼠（92 次）、综述（87 次）、
中西医结合（75 次）、中医（69 次）、临床疗效（65 次）、临床观
察（63 次）、高效液相色谱法（62 次），除去描述中医药相关宽
泛概念的名词外（中医药、中医），还包含临床研究（56 次）、凋
亡（56 次）。2012—2016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共现频次达 50
次及以上关键词。见表 7。
表 7　2012—2016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共现频次达 50次及以上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疗效 134 7 中医 69 13 针刺 55
2 中药 127 8 临床疗效 65 14 细胞凋亡 54
3 中医药 124 9 临床观察 63 15 实验研究 53
4 大鼠 92 10 高效液相色谱法 62 16 电针 51
5 综述 87 1 1 临床研究 56 17 hplc 51
6 中西医结合 75 12 凋亡 56 18 中医证型 51

　　对 2012—2016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关键词进行分析，得
到化疗、疗效、高效液相色谱法、大鼠、综述、凋亡、中药、中医体

质共 8 个聚类，其中所有聚类均贯穿整个时间线轴。具体为：
#0 聚类：化疗，包含节点相对丰富，其中临床观察、中西医

结合、免疫功能、高血压病、数据挖掘、心力衰竭、参麦注射液等

为重要节点。

#1 聚类：疗效，主要涉及治疗效果评估，其中最重要节点
为安全性，西药与中西医节点出现时间相近，但中西医持续时

间较长，另外重要节点包括炎症因子、血脂、腰椎间盘突出

症等。

#2 聚类：高效液相色谱法，主要涉及药物的提取与分析相
关问题，重要节点有提取工艺、薄层色谱法等。

#3 聚类：大鼠，主要涉及利用大鼠造模各类病症的相关研
究，其中胰岛素抵抗、电针、溃疡性结肠炎等是重要节点。

#4 聚类：综述，与前一时期相比风湿性关节炎节点重要降
低，艾灸、子宫内膜异位症、功能性消化不良、作用机制节点重

要性上升。

#5 聚类：凋亡，主要涉及细胞凋亡阶段的相关问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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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节点为糖尿病、细胞周期、增殖、帕金森病等。

#6 聚类：中药，包含节点相对较少，主要节点包括治疗、针
刺、代谢综合征、便秘、老年性痴呆等。

#7 聚类：中医体质，包含有效节点最少，主要节点为支气
管哮喘、一氧化氮等。

3.2.3　2017—2022 年刊文热点主题　运用 CiteSpace绘制《中
华医药学刊》关键词共现图，其中涵括节点 414 个，关键词连线
2173 条，网络密度为 0.025 4。见图 4。

2017—2022 年间共现关键词总计 414 个，其中频次 100 及
以上的关键词有 4 个，频次 50 及以上的关键词有 25 个，频次
30及以上的关键词有 49 个。在这一时间段，共现频次大于 50
的关键词如表 8 所示，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分别为疗效（194
次）、中医药（134 次）、临床疗效（120 次）、中药（1 15 次）、炎症
因子（1 13 次）、网络药理学（97 次）、作用机制（92 次）、针刺
（83 次）、Meta分析（82 次）、研究进展（82 次），除去中医药外，
还包含综述（78 次）。201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共现
频次达 50 次及以上关键词。见表 8。
表 8　201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共现频次达 50次及以上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疗效 194 10 研究进展 82 19 生活质量 57
2 中医药 134 1 1 综述 78 20 机制 55
3 临床疗效 120 12 免疫功能 70 21 糖尿病肾病 55
4 中药 1 15 13 针灸 70 22 中医 54
5 炎症因子 1 13 14 动脉粥样硬化 65 23 冠心病 54
6 网络药理学 97 15 化学成分 63 24 凋亡 52
7 作用机制 92 16 不良反应 60 25 电针 50
8 针刺 83 17 氧化应激 58
9 Meta分析 82 18 影响 57

　　对 201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关键词进行分析，得
到疗效、网络药理学、Meta 分析、凋亡、化学成分、数据挖掘、
TNF －α共 7 个聚类，其中除了 TNF －α聚类持续至 2021 年左
右以外，其他 6 个聚类均贯穿整个时间线轴。具体为：

#0 聚类：疗效，这一时间段重要性增加，主要涉及对炎症
因子的研究，普遍对不良反应和影响关注度高，另外对心功能

的研究也较多。

#1 聚类：网络药理学，主要涉及对信号通路的研究，普遍
对肠道菌群关注度高，分子对接和分子机制的研究相对丰富。

#2 聚类：Meta分析，该主题重要性增加，主要涉及对针灸
的研究，相关研究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的有炎性因子、神经功

能，其中对抑郁、脑梗死、脑卒中、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病症有较

高关注度。

#3 聚类：凋亡，主要涉及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等方面研
究，2022 年对炎症方面研究激增，其中对帕金森病、阿尔茨海
默病的研究较为丰富。

#4 聚类：化学成分，包含节点相对较少，主要涉及药理研
究，包括含量测定、药理作用、质量控制、质量标志物等方面。

#5 聚类：数据挖掘，包含节点相对较少，主要涉及治疗疾
病方面的经验，研究核心是中药及用药规律，其中关注度最高

的病症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6 聚类：TNF －α，包含节点相对丰富，主要涉及细胞因子
及实验研究方面的研究，其中对风湿性关节炎关注度较高。

3.2.4　刊文热点主题分析　对以上三个时期进行总结提炼，
得出三大热点主题词为：中西医结合、中药现代化研究、针灸现

代化研究。

中西医结合在 2007—2022 年间出现频率均较高，大量文
章对于中西医结合进行研究探讨，其中包括证明中西医结合治

疗是提高糖尿病［10］、类风湿关节炎［1 1］、肺癌［12］等疑难病症疗

效的一条有效途径，相较于单一西药治疗更能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缓解和改善放化疗不良反应。挖掘中西医结合潜力对于进

一步提升糖尿病等疾病治愈率、存活率和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一般而言，西医进行治疗具备见效快、种类多等特点，

但不良反应大、疗效不稳定等问题明显；与之相较，中药治疗的

多靶点、多层次及不良反应小等优点更为突出，但同时也面临

着处方无法广泛推广、合理规范的诊疗方案尚未形成等问题。

在进行临床实践中，应当合理运用各自疗法的优势，取长补短，

以最优的方案开展临床诊疗［13］。

中药现代化研究在 2007—2016 年体现在关键词高效液相
色谱法等关键词频次高，相关关键词组成聚类多，在 2017—
2022 年体现在中药、网络药理学、化学成分等关键词与聚类。
与过去仅从中医理论角度对中药进行四气五味的分析不同，中

药现代化从中药指纹图谱［14］、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15］、提取

工艺［16］等多角度切入，综合生理学、病理学方面知识对中药进

行现代科学的阐释，以提高控制中药及其制品品质的能力，解

决中药走出国门艰难的痛点［17］。

针灸现代化研究在三个时间段均有体现，且相关研究丰

富。2007—201 1 年时间段的血管性痴呆聚类多为针灸治疗。
2012—2016 年时间段的大鼠和中药聚类均包含针灸，大鼠聚
类下多为使用大鼠造模并对针灸疗效或机制进行研究；中药聚

类下有丰富的针药合并治疗并对其疗效进行分析。2017—
2022 年时间段的Meta分析聚类下包含形状非常显著的针灸、
针刺大节点。整体而言，针灸及相关关键词名次逐渐升高，反

映针灸相关领域整体向好，并正在被更多学者所关注。此外，

相关研究也表明，随着对针灸的深入研究，其优势病症范围从

传统的痛症，逐渐扩展至肿瘤、精神类及消化等疾病，并有多个

国际临床指南将针灸作为疗法纳入。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针

灸仍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疗效以支持有效，进一步探索针灸疗效

能被客观反映的评价方法，成为将来针灸临床科学研究的基础

问题［18］。

3.3　刊文研究趋势
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突现，能够展现出《中华中医药学

刊》在 2007—2022 年间不同时段的主要研究热点。运用
CiteSpace，在“Burstness”页面设置最短持续时间为 5 年，得到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关键词突现信息表。从插页
ⅩⅩⅣ表 9 中可以看出，在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刊
登的论文中突现持续时间较长的关键词为“安全性”，突现长

达 8 年；突现率较高的关键词包括“炎症因子”“中医药疗法”
“Meta分析”，对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研究的影响
较大。聚焦近年来的突现关键词，“安全性”“临床疗效”“炎症

因子”“机制”“肾功能”“肺功能”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受篇

幅限制，本文着重关注中医药与计算机结合的相关研究。

“数据挖掘”“系统评价”体现了学者正逐渐结合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等对中医学进行研究分析。“数据挖掘”具有基于

现在拥有的大量可被利用的临床试验数据、实验数据、书籍库、

名老中医经验等并将其转化为可被利用的治疗方针或指南、实

验开展经验总结与目标方向等的能力，作用体现在对中医诊疗

过程规范化研究［19］、疾病用药规律研究［20］、疾病针灸取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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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1］等方面。“系统评价”体现在对疾病诊法的疗效常通过

已有文献进行适用性、安全性的评价，对指导临床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其中宏观上包括评价中医药［22］、中药［23］、推拿［24］、

针刀［25］等治疗特定疾病的适用性与安全性，微观上也可以对

特定中药复方［26］、中成药［27］等的疗效进行评价。无论数据挖

掘或系统评价都是不同于传统或从古籍经书，或师道家族传

授，或自身内观领悟等方法对中医学进行探研，而是从建立在

数理化基础上的现代科学角度对中医学的重新审视，对促进中

医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另外，由 2007—2022 年《中华中医药学刊》关键词突现信
息表，即插页ⅩⅩⅣ表 9 可见，在 2007—2012 年五年间研究关注
的重点是伤寒论［28］、针灸疗法［29］、病机［30］等，由此可得更多

是关注先贤经验，对古籍、名老中医经验进行研究。着重点为

“他人的、已有的”；在 2014 开始，中医药结合计算机科学与循
证医学、以临床疗效为导向的研究、以西医方法论研究中药功

效机制、肺功能及肾功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并将持续受到关

注。这一时期突出独立对于中医药对生理、病理影响研究的特

点，着重点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与中西医结合研究。

4　结语
通过对《中华中医药学刊》的刊文特征与热点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一是在刊文主要特征方面。年刊文数量呈下降趋

势，但刊文质量显著提升；研究者之间连线较为密集，研究者合

作关系相对紧密；高校及其附属医院科研人员为核心研究群

体，中医药高校及其附属医院发挥了重要的研究引领作用。二

是在刊文主要热点方面。中西医结合、中药现代化和针灸治疗

现代化三大主题，构成了《中华中医药学刊》的主要热点；中西

医结合治疗特定疾病的疗效更为显著，是未来医学的主要发展

趋势；中药指纹图谱、制备工艺等研究，为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搭

建了桥梁；针灸治疗疾病的疗效是目前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内

容；针灸作用的生物学原理探索空间较大；关键词突现分析显

示，国内中医药领域研究热点正在从以“他人经验”为研究主

体，转变为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循证医学研究”。

整体分析而言，《中华中医药学刊》论文质量日趋升高，所

载论文学术化程度渐长，研究主题逐年丰富，所刊实证论文的

数量逐年递增，国内知名中医药研究机构稿件数量呈递增态

势，为《中华中医药学刊》的高水平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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