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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及专利分析的中药药理学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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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相关文献，评估其研究现状、发展趋

势、学科成员学术影响力，以及专利技术情况。方法：检索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 2002—2024 年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信）作者，且作者单位为中药所的学科成员论文，使用 CiteSpace 6.3.R6 对年发文量、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对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成员的论文发文总数、被引次数等测度参数进行统计， 得出 h 指数后计算学术迹，从学术迹 T、高被

引论文等方面对学科成员学术影响力量化测评；从 HimmPat 专利数据库检索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 2005—2024 年的专利数

据，采用 Excel 2022 及 Origin 2021 对专利整体申请趋势、技术构成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在过去 20 余年，学科论文年发表

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关键词热点包含“动物模型”“作用机制”“网络药理学”等；研究热点聚焦在中药药理机制创新方法、中药防

治重大非感染性疾病和中药防治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基础研究等。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成员学术迹 T 均为正值，个人影响

力良好。近几年专利申请趋势增长明显，主要集中在 A61K 类专利、G01N 小类，IPC 大组分析显示主要技术应用集中在

A61K36、A61K31 等领域。结论：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发展稳步向上，学科成员学术影响力尚可，专利成果丰富。未来可继

续加强药理学科创新研究和新药研发，开展多学科交融研究，促进中药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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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and Medica"）， and evaluate the research status， 

development trend， influence of discipline members， and patent technology of this field. Method：： The papers 

from 2002 to 2024 in the databases of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WOS） were searched， whose first authors or 

corresponding authors are from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and Medica， and CiteSpace 6.3.R6 was adopted 

for visual analysis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keywords. Additionally，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citation times， and other measurement parameters of discipline members of TCM 

pharmacology in the institute were counted. After obtaining the h index， the academic track was calculated， and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discipline members was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cademic track 

T and highly cited papers. Meanwhile， patent data from 2005 to 2024 of TCM pharmacology in the studied 

institute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HimmPat patent database， and Excel 2022 and Origin 2021 were utilized to 

conduct visual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patent application trend and technology composition. Result：： In the past 

20 years or more， the annual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papers has been on the rise generally， and the key words 

include "animal model"， "mechanism of action"，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so on. The studies focus on the 

innovative methods of TCM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 basic research on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jor non-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espiratory viral diseases. The academic track 

T of the discipline members of TCM pharmacology in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and Medica is positive， 

with sound personal influence. In recent years， the patent application trend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mainly 

concentrating on A61K patents and G01N subcategories， and IPC large-group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in 

technical applications are mainly in A61K36， A61K31， and other fields. Conclusion：： TCM pharmacology in 

the institute develops steadily and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the discipline members is still sound， with fruitful 

patent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pharmacological discipline innovation and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 be enhanced， and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CM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harmacology； bibliometrics； academic track； patent 

analysis； development trend

中医药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健康养生理

念与实践经验，在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1］。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药不断与现代科

学相结合、相促进，以科学解析中医药原理［2］，诠释

中医药原创理论的科学内涵［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 研 究 所（ 后 中 文 简 称“ 中 药 所 ”，英 文 简 称

“ICCAC”）成立于 1955 年，一直致力于中药相关研

究与开发，具备支撑中药产业全链条技术研发和攻

关能力。其中，屠呦呦先生从青蒿中发现青蒿素，

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4］，由此获得 2015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深刻体现了中医药创新力量与全球价值。中药所

中药药理学学科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专门从事中药

药理学研究的机构，在经典名方二次开发、中药作

用内涵解析、新药研究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就。

2002 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2023 年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

点学科，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丰厚的学术成果。因

此，客观评估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的学术成就与

价值，揭示其发展脉络、动态变化及未来趋势，以期

有利于中药药理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文献计量学是一种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回顾、

总结和分析特定研究领域出版物并预测未来发展

的分析方法［5］，通过统计分析学科领域内的文献数

量、引用频次、作者分布等指标，展示研究成果，分

析 未 来 趋 势 。 学 术 迹 是 学 术 矩 阵（Academic 

Matrices）的迹，后者是引文曲线按发文的被引量排

布构成的三阶矩阵［6］，其作为一种新型学术影响力

评价指标，可对研究对象的状态、特征及影响力进

行评价［7］。专利情报研究，作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核心支撑，其过程聚焦于特定需求场景，通过深

度挖掘专利文献数据中的技术、经济及法律信息，

提炼出关键情报，有效揭示技术发展的最新态势、

增强其市场竞争优势、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等［8］。综

上，本文拟对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在 2002—2024

年期间的学术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学和学术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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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2005—2024 年国内发明专利进行统计，揭示中

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的总体发文趋势、学术影响

力、研究热点及专利技术等情况，综合评估学科在

中药创新方法研究、新药研发与成果转化潜力等方

面的发展态势。

1 数据来源

1.1　文献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知

网（https：//www. cnki. net，CNKI）、Web of Science

（https：//www.webofscience. com/wos，WOS）核心合

集数据库，检索条件：公开发表的第一作者或通信

作者单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且为中药

药理学学科成员的论文成果。时间范围限定为

2002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4 月 30 日，CNKI 检索式：

（第一作者：NAME（精确））OR（通信作者：NAME

（精确））AND（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

所（精确）），WOS 检索式：［（AU=（NAME）］ AND 

OG=（China Acad Chinese Med Sci OR Inst Chinese 

Mat Med OR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检索结果经人工二次筛选符合检索标准

的论文成果，统计获取论文发文总数、被引次数等

测度参数。

1.2　专利数据来源     利用 HimmPat 专利数据库

（https：//www.himmpat.com/）检索学科专利。检索

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pa AND NAME/in，

以申请人和发明人为检索策略，检索年份范围为

2005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30 日。对所收集到的

专利名录进行人工筛选，收集要求为第一发明单位

为中药所且为学科成员的专利申请，对不符合要求

的相关专利申请进行剔除。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计量学     将检索文献导入 NoteExpress 

4.0.0.9831 并合并去重，最终得到 665 篇中文文献、

342 篇英文文献，分别导入 CiteSpace 6.3.R6 进行文

献计量学分析。将检索到的文献年份、发文量导入

Excel 2021 软件绘制年发文量图。设置参数：时区

范围（time slicing）依据中英文文献发表时间设定，

years per slice（时间切片）为 1 年，Node Type（节点）
类 型 设 定 为 institution（机 构）、author（作 者）、

keywords（关键词），设置阈值 top N=30，top N% =

100；修剪方式选择 pathfinder、prunning the merged 

networks；采用 log 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对关键

词进行聚类分析。

2.2　学术迹     将文章被引次数进行排序，通过计算

h 指数将发文分布为 h 核、h 尾及零被引论文 3 个区

间［9］，用 Pc、Pt、Pz 来表示 3 个区间的发文量，发文总

量可以表示为 P=Pc+Pt+Pz。将被引数 C 划分为 h

域、t域、e 域 3 部分，h 域代表高被引论文，t域代表低

被引论文，e 域代表超高被引论文，Cc、Ct、Ce 分别表

示这 3 部分的引文数［10］。h 核在引文分布中体现为

h 域及 e 域，并且 e 域的单篇文章被引频次高于 h 域。

在此基础上再定义独立向量 X，h 核、h 尾和零被引

区间的发文分布用 X1、X2、X3 代表，再定义独立向量

Y，Y1、Y2、Y3分别来表示 h 域、t 域及 e 域的引文分布。

用向量 X、Y、Z 来构造学术矩阵 V［11］，见公式（一）和
（二），学术矩阵（V）的迹则称为学术迹（T），参考公

式［12-13］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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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利分析     利用 HimmPat 专利数据库检索中

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所申请的专利数据，对得到

121 件相关专利申请进行分析，采用 Excel 2022 及

Origin 2021 对其整体申请趋势、技术构成等进行可

视化分析，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的专利检索与

分析功能，于对 IPC 主分类数据进行细致的术语规

范化处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3 结果

3.1　发文趋势分析     2018 年以前，本学科所发表的

中文文献年度发表数量相对稳定，在 10~30 篇之间。

2019—2023 年，中文文献发文量快速增长并保持稳

定，年发文量超过 70 篇，学术成果产出丰富。所发

表的英文文献年发文量亦呈稳步上升趋势，相关研

究达到国际水平，其高水平研究成果通过全球性的

学术平台进行传播，极大地增强了中药药理学科的

国际学术影响力，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科学价值

的传播。本学科中、英文文献年发文量详见增强出

版附加材料。

3.2　学科成员学术影响力分析     

3.2.1　核心作者分析     作者发文量作为衡量学者

学术活跃度的一个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

的学术能力，并构成评估学者学术影响力的支撑基

础［14］。核心作者是推动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骨

干力量，根据普莱斯公式（Preston's Law）［15］定义核

心作者最少发文量 M=0.749× nmax（nmax是统计时段

内发表论文最多的著者发表的论文数），将学科成

员中、英文文献发表的最高数量带入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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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 和 M≈8。本学科成员中，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

者发表中英文文献数量大于 M 值的作者见表 1。

表 1 中所列的作者发表论文总和超过论文总数的

1/2，表明上述作者是本学科的核心作者群体。核心

作者的高发文量反映了他们在该领域的持续研究

和投入，学术成果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实践依据，

是引领本学科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

3.2.2　学术迹分析     学术影响力评价是采取定性、

定量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估学术实体的研究

成果的价值过程，是衡量一个作者水平的重要尺

度［16］，本学科作者学术迹结果见表 2。从学术迹 T

值来分析，其在学术影响力评价上存在一定的区分

度，学科成员的中文文献学术迹 T 值可分为 3 个区

间，学术迹值大于 400 的学者有 3 人，人数占比约

4.1%，学术迹值在 200~400 的学者有 4 人，人数占比

约 5.4%，学术迹在 0~200 的学者有 67 人，人数占比

约 90.5%。学术迹指数越大，影响力、学术成就越

大，指数一旦为负值，说明零引用论文或低引用论

文过多，总体上看，本学科成员的学术迹指数均为

正值，说明学术影响力良好。学术迹值最高的作者

总发文 56 篇，总被引 2 584 次，19 篇入 h 核，学术成

果颇丰；该作者主要关注于中药复方干预心脑血管

疾病的复杂作用机制研究，从“脑心互损”角度阐释

中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势与特点［17］。同时该

作者开发的中医传承辅助平台［18］实现了对当代名

老中医经验总结和疾病用药规律的分析［19］，成为中

医药经验传承的重要工具。

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所发表的英文文献学

术迹 T 值分为 3 个区间，学术迹值大于 400 的学者有

7 人，人数占比约 14.5%，学术迹在 200~400 的学者

有 10 人，人数占比约 20.8%，学术迹值在 0~200 的学

者有 31 人，人数占比约 64.5%。学术迹值最高的作

者总发文量为 113 篇，总被引 6 138 次，51 篇进入

h 核；该作者提出中药研究的“组效关系”与“构效关

系”相结合理念，建立了“化学指纹 -代谢指纹 -网络

靶标”及“肠吸收活性评估 -数据挖掘”两大研究范

式［20-21］；通过计算模拟、体外实验及体内验证等多维

度手段，以元胡止痛片的物质基础与药理作用研究

阐述为例［22］，剖析中药方剂中化学成分与生物活性

之间的复杂交互规律；同时以脑心通胶囊的研究为

例［23］介绍了药肠吸收液的体外药理研究方法［24］。

被 引 量 最 高 的 文 献 与 中 医 药 百 科 全 书 数 据 库

（ECTM）有关［25］，ECTM 可检索中药、方剂的化学成

分与潜在作用靶点［26］，并可提供中医古籍检索［27］。

后续开发的 ETCM v 2.0 被认为是中药针对多种人

类疾病的药理机制研究、中药衍生药物发现和再利

用的重要数据库［28］。

3.2.3　高被引论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 C≥
h）深刻揭示了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成员的核心

研究焦点，并体现在学术矩阵中（X1，Y1）的测度

上［29-30］。根据 h 核论文发文量测度 X1、引文测度 Y1

来看，发表的中英文文献 X1、Y1值最高的本学科成员

侧重于中药复杂作用机制解析与整合药理学研究，

客观体现了本学科始终聚焦解决中医药重大科学

问题，并不断创新中药研究思路与方法。另一方

面，本学科成员在应对国家突发危重疾病和传染性

疾病中，充分利用平台优势承担应急项目，如借助

传染性疾病与中医证候结合病证模型动物研发金

柴抗病毒胶囊［31］，同时产生的学术论文获得高引，

表  2　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中、英文文献作者学术迹

Table 2　 Author'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y in ICCAC

作者

唐仕欢

许海玉

杨洪军

张晶晶

卫军营

王萍

刘婷

杨伟鹏

吴宏伟

叶祖光

中文文献学术迹 T

1 670.533 49

467.436 487 6

407.398 904 4

345.036 242 2

299.787 063 3

287.264 880 6

208.463 898 1

154.407 035 2

128.489 209 8

126.841 359 1

作者

杨洪军

许海玉

李鹰飞

徐玉辉

张国壮

王萍

赵春晖

霍海如

彭博

朱晓新

英文文献学术迹 T

1 071.337 184

871.861 457 3

601.827 450 6

468.220 703 1

449.526 315 8

428.561 403 5

407.002 451

319.840 871

310.612 472 2

265.859 675 5

表  1　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中、英文文献核心作者

Table 1　 Core autho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y in ICCAC

中文文献核心作者

杨洪军

崔晓兰

叶祖光

朱晓新

唐仕欢

杨伟鹏

李玉洁

李洪梅

张广平

游云

发文量/篇

56

50

45

41

39

33

31

28

28

24

英文文献核心作者

杨洪军

朱晓新

许海玉

李鹰飞

崔晓兰

叶祖光

吴宏伟

霍海如

梁日新

彭博

发文量/篇

113

48

32

23

18

15

14

13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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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展现了本学科成员在国家重大卫生事件中的

担当，也凸显了本学科在中药抗感染性疾病的药效

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上的高学术水平。此外，本学

科研发的中药整合药理学网络计算平台［32］、基于网

络稳健性的中药药效预测平台［33］也为中药新处方

发现和组方优化研究提供智能化工具。

3.3　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研究热点分析     

3.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本科学发表的中英文文

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共得到

376 个关键词。图谱中节点大小表示他的出现次

数，节点间的连线粗细代表他的联系程度，以此实

现文献的关键词分析。其中，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

涉及 308 个关键词，频次较高同时中心性≥0.1 的节

点有“in vitro”“network pharmacology”等。网络药

理学解决了中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协同作用

机制难以深入研究的问题，其整体性、系统性的特

点与中医药整体观、辨证论治、组方配伍的原则不

谋而合［34］。网络药理学通过预测揭示中药物质基

础、作用靶点和分子机制网络，从系统和网络的整

体层面阐释生物系统、药物和疾病间复杂性关系，

为传统中药与现代药理学间搭建了桥梁，在揭示中

药复杂体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35-36］。如网络药

理学与分子对接技术、组学技术、动物实验等联合

使用研究中药治疗疾病的潜在药效物质基础及作

用机制［37］。基于中药的化学物质实体与机体生命

活动的交互规律研究，本科学提出了中药整合药理

学思想，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基础，满足中药“体

内 ADME 过程与活性评价相结合”“计算、体外与体

内相结合”等多层次、多环节的整合研究的需要［38］，

2021 年出版的《中药整合药理学》［39］，表明其作为一

个新兴交叉学科正逐步走向成熟。

3.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本学科发表论文的关键

词聚类可视化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中英文文

献的聚类模块值 Q 分别为 0.881 7 和 0.822 7，均 >

0.5；聚类平均轮廓值 S 分别为 0.968 2 和 0.946 3，

均>0.7，说明聚类结果显著且可信度高。聚类标签

的数字越小，其所涵盖的关键词越多，本研究对排

序较前的聚类进行深度剖析，从以下 5 个方面进一

步分析学科的研究热点。

3.3.2.1　中药及经典名方的药理机制研究类     #3 抗

氧化、#9 抗肿瘤、#10 止咳、#6 angong niuhuang wan

（安宫牛黄丸）、#9 tetramethylpyrazine（川芎嗪）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从 2018 年

始陆续颁布了古代经典名方目录，中药所是此项工

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本学科在中医经典名方药

效与作用机制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如安

宫 牛 黄 丸 的 脑 保 护 作 用 机 制 研 究［40］，青 蒿 琥

酯+tetramethylpyrazine 的神经保护作用研究等，后

者可能作为一种潜在的辅助治疗脑型疟疾的治疗

药物［41-42］。在呼吸系统疾病研究上开展有红景天苷

的抗氧化应激机制研究［43］、BD-77 治疗肺炎药效机

制研究［44］等。

3.3.2.2　 中 药 治 疗 重 大 非 感 染 性 疾 病 研 究 类              

    #0 myocardial ischemic injury（心肌缺血性损伤）、
#5 breast cancer（乳腺癌）、#8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结肠癌干细胞）等。人口增长与老龄化加剧导致

慢性病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主要负担，心血管疾病［45］

成为我国居民首要死因，肿瘤类疾病如乳腺癌发病

率亦逐年上升［46］。中医药对心血管、癌症疾病防治

具有独特的优势［47-48］，本学科从中药有效成分、作用

机制等层面对中药治疗心脑血管、肿瘤类疾病进行

深入研究，如发现人生皂苷活性代谢物［49］在抑制癌

细胞方面表现出积极反应，参莲提取物［50］通过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抑制炎症反应从而保护减轻心肌

缺血损伤。同时本学科成员还从血流力学角度对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进行研究，三七、丹参等中药能

影响 Piezo1 通道蛋白活性进而防治血栓性疾病，为

探索活血化瘀中药效应机制及机械力离子通道

Piezo1 相关新药研发提供新的思路［51］。

3.3.2.3　中药研究方法类     #0 动物模型、#2 数据挖

掘、#3 biomarker（生物标志物）、#7 pharmacokinetics

（药代动力学）等。稳定、可靠的动物模型是中药研

究的基础，符合中医特色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具备

疾病生理病理状态及中医证候的特征，是探索中药

防治疾病相关机制的关键［52］。本学科构建了如

HCoV-229E 湿热疫毒袭肺小鼠模型、SARS-CoV-2

感染小鼠肺炎模型等呼吸道疾病的病证结合动物

模型［53-54］，为学科开展中药作用机制研究和开发相

关药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生物信息学与数据挖

掘等技术和方法被应用中药研究，如将传统的用药

经验与计算机辅助数据挖掘相结合，拓宽了中医药

治 疗 疾 病 的 认 识［55］，中 药 整 合 药 理 学 计 算 平 台

（TCM-IP）成为中医研究范式转变的典型案例［56］，

在方剂配伍的分子机制、中药新药研发、中药临床

重定位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57］。此外，中药

药代动力学是本学科另一研究热点，了解中药活性

成分或指标成分在体内随时间变化而转化的规

律［58］，如元胡止痛片活性成分的体内代谢过程［5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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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亦可借助药代动力学优化给药方案［60］，如痰热清

（TRQ）药物吸入治疗方式可能成为替代静脉注射

治疗方法。

3.3.2.4　中药间接调控作用研究类     #8 肠道菌群。

近年来，肠道微生物相关健康科学研究得到了快速

发展，从中药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思路去

探讨中药复方的药理作用机制。肠道微生物与宿

主、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疾病的发生、发

展导致了肠道菌群失调［61］，研究发现含有多酚类、

多糖、生物碱的中药可改善肠道菌群的组成和代谢

功能，维持肠道菌群稳态［62］，本学科对佛芍颗粒［63］、

黄芩汤［64］等一系列药物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关系

进行了研究，发现中药不仅对肠道菌群结构、代谢

有积极作用，还对肠黏膜屏障起到保护作用。上述

基于肠道菌群与中药相互作用研究为实现以肠道

菌群为靶点的疾病预防和治疗应用提供了科学

基础。

3.3.3　关键词突现分析     本学科发表的中、英文文

献各获得 25 个突现关键词，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其中，中文文献的突现关键词可分为 3 类①中药药

理研究方法类：“代谢组学”“分子对接”等；②中药

成分药理作用类：“青蒿素”“抗病毒”“抗氧化”等；
③中药理论研究类：“中药配伍”“经典名方”“数据

挖掘”“证候”等。其中。在药理作用方面，突现强

度最高的关键词包括抗病毒、抗氧化、抗炎等，尤其

侧 重 于 流 感 病 毒 性 肺 炎 等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的 研

究［65-67］；突现时间最长的关键词为“剪应力”，突现时

间长达 8 年，突现强度达 2.11。剪应力作为重要的

生物力学因素之一，其变化可间接影响机体的生理

病理过程和药物药效，以药理学因素（如药物成分

等）对体内生物力学因素的干预，及生物力学因素

对药效与药物代谢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药理

学分支被称为生物力药理学［68］。中药药理学领域

引入生物力药理学的研究技术及方法，为活血化瘀

类中药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69］。本学

科成员采用生物力药理学方法探究血流剪应力与

中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药效与作用机制的关系，如

研究了正常水平剪应力联合丹参山楂提取物能通

过调节纤溶系统的稳定性来抑制血栓形成［70］；也利

用生理与病理血流力学环境的差异开发剪应力选

择的抗血小板聚集疗法［71］。生物力药理学在心脑

血管疾病的应用拓展了一直以来以化学分子间相

互作用为基础传统药理学，突出了力学作为一个影

响因素、中间环节或评价指标对药效的意义［72］，是

本学科的特色和传统优势之一。

学科发表的英文文献关键词突现也可分为 3

类：①中药治疗疾病类：“acute lung injury”（急性肺

损伤）、“cancer”（癌症）等；②中药研究方法类：

“network pharmacology”（网络药理学）“in vitro”（在

体外）、“mass spectrometry”（质谱分析）等；③中药

效应细胞与作用机制类：“cardiomyocyte”（心肌细

胞）“oxidative stress”（氧化应激）等。最强突显关键

词主要与呼吸系统疾病和肿瘤类疾病研究相关［73］，

本学科充分发挥中药在呼吸系统和肿瘤类疾病的

防治优势，如研究了瑞香狼毒提取物可通过激活死

亡受体依赖途径诱导人肺癌细胞凋亡［74］，对人肺癌

细胞株起到抑制作用可能与此有关［75］。

4 专利分析

4.1　专利申请趋势     本学科相关专利申请情况趋

势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总体上看，2005—2020

年，专利数量申请趋势波动起伏较大，其中 2011 年

和 2018 年专利申请达 10 件以上；2021—2023 年，专

利数量申请趋势呈快速上升趋势，专利申请量均达

10 件以上。专利是保护创新成果的重要手段，专利

数量的增加表明近几年中药所重视科技成果的形

成与转化，在中药药理学领域有了更多的新技术、

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并得到了认可，科技创新能力得

以提升。

4.2　专利类型分析     我国专利法规定的专利申请

类型主要分为 3 种：发明专利专注于技术创新的保

护；实用新型专利侧重于对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型技

术方案的认可；外观设计专利侧重于保护产品的独

特视觉设计元素［76］。本学科专利申请以发明技术

专利为主，申请量 116 件，占总申请量的 96%；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量 5 件，占总申请量的 4%。其中发明

技术专利分为两种，包含申请阶段的发明专利，即

发明申请，数量为 82 件，占比为 71%，已授权阶段的

发明专利数量为 34 件，占比为 29%。

4.3　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4.3.1　 IPC 小类分布     对 IPC 各大类下的小类进行

统 计 ，结 果 显 示 ，A61K 小 类 的 专 利 申 请 数 量 达

89 件，占总申请量的 73.6%，位列第一；G01N 小类的

专利申请数量居于第二，为 21 件，占总申请量的

17.4%；其次为 G16C 小类，专利申请数量 3 件，占总

申请量的 2.5%；C07D 小类专利申请量为 2 件，占总

申请量的 1.7%；本学科专利主要 IPC 小类分布见

表 3。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 A61K 小类的专利申

请数量占比最多，本学科研究重点集中在医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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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用的配制品上，主要是中医药产品。本学科始

终围绕中药新药研发、健康保健食品等研究，坚持

主责主业，保障科研方向正确，服务国家健康战略，

满足民众健康需求。

4.3.2　 IPC 小类大组分布     对 IPC 各小类下的大组

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以 A61K36 的专利申请数量居

多，为 48 件，占总申请量的 39.7%，是本学科相关专

利总体发展趋势的主要技术领域；A61K31 的专利

申请数量居于第二，为 30 件，占总申请量的 24.8%；
其次为 G01N33 专利申请数量为 10 件，占总申请量

的 8.3%；G01N30 专利申请数量为 9 件，占总申请量

的 7.5%；A61K45、A61K9 专利申请数量为 4 件，占

总申请量的 3.3%；本学科相关专利主要 IPC 小类大

组分布见表 4。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A61K36、

A61K31 的专利数量占比相对较多，显示了本学科

对天然植物成分植物药研究较为关注，尤其是中药 复方制剂的治疗作用探索研究。

4.4　技术构成分析     中药所中药药理学科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学科不断细化，先后成立了多个研究

中心，如中药药理研究中心、整合药理学研究中心、

生物力药理学研究中心等。从专利的分布来看，整

合中药学研究中心的专利申请数目最多，其研究领

域涉及 A61K、G01N、C07D、G16C、C07C、B08B 等

技 术 领 域 ，主 要 集 中 在 A61K36 技 术 领 域 ，涉 及

A61K36 的专利数量达 22 件。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

中心的专利申请数量居于第二，其研究涉及 A61K、

G01N 等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 A61K36 技术领域。

中药新药研发中心的专利申请数为 15 件，其研究领

域主要集中在 A61K36 技术领域。中药药理研究中

心的专利申请数为 7 件，其主要集中在 A61K36 技术

领域。由此看出，整合药理学中心得益于多学科交

叉和中药研究新技术新方法集合，催生了大量具有

技术创新的专利成果。中药所中药药理学科各中

心专利技术构成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5 讨论

中药药理学强调了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是传

统中药学与现代药理学为主体的实践性学科，其是

连接传统与现代医药、医学与药学的桥梁［77-78］。中

药所中药药理学科成立之初，以便解决中药复方药

效、中药新药研发、阐述中药科学内涵为学科任务，

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术体系，

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2022 年，中国中

医科学院创新工程将中药所中药药理学科列入创

表  3　中药所中药药理学学科专利主要 IPC 小类分布

Table 3　 Main IPC subclass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y in ICCAC

IPC 小类

A61K

G01N

G16C

C07D

C07C

B08B

C12N

含义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

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

计算化学；化学信息学；计算

材料科学

杂环化合物

无环或碳环化合物

一般清洁；一般污垢的防除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

保藏或维持微生物；变异或遗传

工程；培养基

专利数量/件

89

21

3

2

1

1

1

百分比

73.6

17.4

2.5

1.7

0.8

0.8

0.8

表  4　中药所中药理学学科相关专利主要 IPC 小类大组分布

Table 4　Main IPC sub-categories and large groups are distributed in related pat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y in ICCAC

IPC 大组

A61K36

A61K31

G01N33

G01N30

A61K45

A61K9

C07D493

A61K39

G16C20

C07C13

含义

含有来自藻类、苔藓、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

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

利用不包括在 G01N1/00 至 G01N31/00 组中的特殊方法来研究或分析材料

利用吸附作用、吸收作用或类似现象，或者利用离子交换，例如色谱法将材料分离成各

个组分，来测试或分析材料

在 A61K31/00 至 A61K41/00 各组中不包含的含有效成分的医用配制品

以特殊物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制品

杂环化合物，在稠环系中含有氧原子作为仅有的杂环原子

含有抗原或抗体的医药配制品

化学信息学

含有除六元芳环外的环的环烃，或带有六元芳环的环烃

专利数量/件

48

30

10

9

4

4

2

2

2

1

百分比

39.7

24.8

8.3

7.5

3.3

3.3

1.7

1.7

1.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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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队给予支持，并于 2023 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高水平建设学科。本研究回溯 2002—2024 年，本学

科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以文献计量学、学术迹、专利

分析等为评价核心，对中药所中药药理学科进行全

面审视，是客观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理清学科学术

发展脉络，培养梯队人才队伍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文献计量学结果显示在过去 20 余年，本学科论

文发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中

药药理机制的创新方法研究、中药防治重大非感染

性疾病和中药防治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基础研究

等。同时展现出本学科发展的 3 个基本特点：①生

物力药理学等特色方向持续保持研究活跃状态。

生物力药理学由中药所廖福龙研究员于 2002 提出，

从血流剪应力/血管内皮细胞/活血化瘀药物相互作

用的角度为切入点研究药物与体内生物力学因素

的联合效应，后被应用于心脑血管、肿瘤等多种疾

病防治研究中［79-80］，如通过生物力药理学的途径研

究活血化瘀药物机制和药物研发［81］。②多学科交

叉催生新兴研究方向。面对中药组成的复杂性和

生物效应表达的多样性，中药整合药理学于 2014 年

被提出，通过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从宏观与微观、

体内与体外、药代与药效等多维度揭示中药多成分

与机体相互作用规律［39］。整合药理学丰富了中药

药理学研究内容，揭示了中药传统理论的科学内

涵，如 XU 等［82］基于整合药理学理念探索化湿败毒

颗粒发挥抗病毒和抗炎生物活性化合物及其作用

靶点及作用途径，其中厚朴酚等 6 种成分作用在病

毒 复 制 蛋 白 靶 点 SARS-CoV-2 Mpro、RdRp，对

SARS-CoV-2 感染表现出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甘
草黄酮等 5 种成分的作用靶点为 PDE4 及炎性细胞

死亡通路发挥抗炎作用，展示中药复方“多成分、多

靶点、多途径”整体作用特点及独特优势，是我国首

次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

发表的有关中药复方治疗新冠肺炎的研究成果。

③始终聚焦解决中药复杂科学问题，服务中药新药

研发。本学科始终坚持围绕解决中药关键科学问

题组织开展科研活动，将中药作用原理科学内涵研

究、中药新药研发作为主要任务，搭建了与呼吸、传

染性疾病相关的技术平台。同时构建了一系列具

有中医药特色的研究方法，丰富的研究手段为阐述

中医药的复杂作用机制、中药新药研发等提供了关

键技术支撑。长期以来本学科拥有稳定的研究方

向、优势技术和方法学体系，能为中药所参与中药

新药、中药复方制剂等提供技术保障。

学术迹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评估工具，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传统学术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一类指标

和第二类指标的部分缺陷，学术迹整合了所有发表

文献及其引文数据，从而更加公正、全面地反映学

术成果的整体影响力和价值［83］。基于学术迹和核

心作者不同计算算法及评价方式分析作者学术影

响力，更能体现了结果的科学性，整体上本学科成

员具有良好的学术影响力；从学术迹评分来看，本

学科呈现出老、中、青学术骨干均具备良好的学术

影响力，说明学科人才梯度建设卓有成效。

专利数据表明，本学科成员专利申请量在近几

年呈增长趋势，尤其在医药产品的开发方面，A61K

类专利占据主导地位，占总申请量的 73.6%。G01N

小类的专利申请数量居于第二，为占总申请量的

17.4%。进一步的 IPC 大组分析显示，主要技术应用

集中在 A61K36（植物源性医药制品）、A61K31（有

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G01N33（研究或分析材

料）、G01N30（测试或分析材料）等领域。在专利、关

键词聚类分析中，表明本学科拥有丰富的专利及学

术成果积淀，为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奠定

了基础，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基础［84］。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学术迹和专

利分析 3 种研究方法，对中药所中药药理学科学术

成果、个人影响力、成果转化进行系统阐述。从上

述研究成果来看，本学科持续专注于中药药理机制

创新方法研究、中药防治重大非感染性疾病的基础

研究、中药防治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中

药药效评价创新方法研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科研

生态系统。期寄本学科继续秉持青蒿素精神，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贺信为指引，

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为继承好、发展好、

利用好中医药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不断奋

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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