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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柴芍六君子汤的研究现状、在重大疾病中的应用以及相关文献的质量评价。 方法:检索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知网(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万方数据(WANFANG
 

DATA)中关于柴芍六君子汤

的文献,检索时间均从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 按发表时间、作者分布区域、期刊分布、基金分布等对文献进行整理、分
析,评价柴芍六君子汤文献研究现状、在重大疾病中的应用以及相关文献质量。 结果:共纳入文献 128 篇,其中 122 篇为临床

研究,6 篇为动物实验。 从 2010—2020 年,柴芍六君子汤的相关文献计量年度变化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文献作者主要集中分

布在华南(28. 13%)、华东(25. 78%)、华中地区(14. 06%);
 

刊载 2 篇文献的期刊共 18 种(26. 87%);共 23 篇文献有基金项目

资助,共计 18 项,累计 29 条次;柴芍六君子汤的临床应用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疾病(100 篇)。 结论:柴芍六君子汤的文献研

究逐年增加,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主要应用于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但文献整体质量偏低,未来要开展高质量、大样本的随机

对照试验,为循证医学提供高质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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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芍六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甘草、柴
胡、白芍、钩藤组成,可健脾平肝、化痰祛风。 该方始载于

《医宗金鉴》:“慢惊夹热或夹痰,身热心烦口溢涎,宜以清心

涤痰治,白丸柴芍六君煎” [1] 。 研究表明,柴芍六君子汤临

床应用不断扩展,针对肝脏、胃肠道、胰腺、胆囊、脑部、内分

泌系统等疾病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2-8] 。 本研究采用文献

计量学研究方法,深度挖掘柴芍六君子汤在现代疾病中的

应用潜力,为该方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提供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文献来源 　 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中国知网 ( CNKI)、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 )、 万 方 数 据 ( WANFANG
 

DATA ), 检 索 时 间 均 从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 以“柴芍六君子汤”为主题词

或关键词检索。
1. 2　 纳入标准　 期刊发表的关于柴芍六君子汤的文献,包
括随机对照试验、病例对照研究、动物实验、经验总结、病例

报告、医案,高度雷同、数据重复的文献选择 1 篇纳入。
1. 3　 排除标准　 1)综述类文献;2)数据有明显错误,质量

较差的文献;3)内容不全,无法查找到原文的文献。
1. 4　 数据库的建立与数据规范

 

1. 4. 1　 数据库的建立　 通过阅读摘要剔除不符合纳入要求

的文献,再次逐一阅读文献,通过中医药数据挖掘系统

(TCM
 

Miner)对文献进行筛选及资料提取,采用 SPSS
 

17. 0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类、描述统计等处理。 所录入数据

及统计结果均进行二次核对。
1. 4. 2　 数据规范 　 将相关文献研究涉及的疾病名称根据

《内科学》 [9] 进行统一。 作者分布区域按以下标准进行统一

规范划分,华南地区:海南、广东、广西;华中地区:湖北、湖
南、河南;华东地区:福建、江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
东;华北地区:山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西南地区:贵
州、重庆、四川、云南、西藏;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将基金类型名称

进行统一,如“国家‘十二五’ 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十三

五’科技重大专项”统一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1. 4. 3　 数据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　 　 果

2. 1　 文献纳入情况 　 共检出文献 347 篇,剔除重复文献

212 篇,逐一阅读文献,排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 7 篇,最终纳

入的文献数量为 128 篇,其中 122 篇为临床研究,6 篇为动

物实验。 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2. 2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从 2010—2020 年,柴芍六君子汤

的相关文献计量年度变化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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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图 2　 文献发表年代分布图

2. 3　 文献作者分布　 柴芍六君子汤的作者主要集中分布在华

南(28. 13%)、华东(25. 78%)、华中地区(14. 06%)。 (见图 3)

图 3　 文献作者分布图
2. 4　 文献期刊分布　 纳入的文献共分布于 67 种期刊中,均
为中医类别的期刊。 其中,刊载 1 篇文献的期刊共 37 种

(55. 22%);刊载 2 篇文献的期刊共 18 种(26. 87%);刊载 3
篇及以上的期刊共 12 种(17. 91%)。 (见表 1)
2. 5　 文献基金分布　 纳入的文献中,共 23 篇有基金项目资

助,共计 18 项,累计 29 条次。 (见表 2)。
2. 6　 文献类型及研究疾病　 纳入文献中,有 122 篇临床研

究文献,其中包括中医临证研究 9 篇,主要涉及到中医脾胃

(6 篇)、肝胆( 2 篇) 以及心系疾病( 1 篇);西医疾病研究

113 篇,主要涉及消化系统疾病( 100 篇),其次为内分泌系

统疾病(7 篇)、神经系统疾病(3 篇)、外科疾病(2 篇)、妇科

疾病(1 篇)。 有 6 篇动物实验研究,分别研究功能性消化不

良(2 篇)、慢性应激(2 篇)、抑郁以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分别为 1 篇)。 (见图 4)

表 1　 刊载量≥2 篇的期刊分布统计表

　 　 　 期刊 刊载量(篇) 　 　 　 期刊 刊载量(篇) 　 　 　 期刊 刊载量(篇)
湖南中医杂志 8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3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
亚太传统医药 8 中外医学研究 3 中国医药指南 2
内蒙古中医药 6 大众科技 2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版) 2
新中医 5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 中华中医药杂志 2
中医学报 5 河南中医 2 中华中医药学刊 2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4 环球中医药 2 中医药导报 2
光明中医 4 健康之友 2 糖尿病天地 2
实用中医药杂志 4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 药物与人·学术版 2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3 临床合理用药 2 医药前沿 2
辽宁中医杂志 3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

表 2　 文献期刊基金分布统计表

基金 频次(次) 基金 频次(次)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6 广东省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广东省中医药局第二批名中医师承项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3 广东建设中医药强省专项资金项目省名中医师承项目 1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东莞市科技计划医疗卫生类 2009 年度科研项目 1
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 2 湖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1
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项目 1 湖南省中医药科研计划项目 1
蓝青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自筹经费科研课题 1
2013 年全国名老中医蒋士生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1 杭州市科技局资助项目 1
江西省卫生厅中医药科研计划项目 1 上海市科委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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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柴芍六君子汤治疗的疾病统计图

2. 7　 不良反应 　 纳入的 122 篇临床研究文献,仅 25 篇

(20. 49%)涉及到描述柴芍六君子汤及其与其他药物合用

的不良反应,有 10 篇文献显示未出现不良反应,15 篇文献

描述不良反应以头晕、恶心为主。
3　 讨　 　 论

　 　 文献计量学采用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对某专业学科及

领域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和预测,是目前科学研

究中比较客观的分析预测方法之一[10] 。 本研究分析发现,
2010—2012 年关于柴芍六君子汤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直
至 2013 年文献才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且主要是集中在

华南、华东以及华中区域,存在研究潜力巨大以及发展区域

不协调的情况;纳入文献中,仅 23 篇文献有基金项目资助,
共计 18 项,主要是国家及省级单位资助,缺少大型企业的资

助,表明柴芍六君子汤的研究目前尚未实现产业化,未来可

以朝该领域发展;纳入的文献分布于 68 种不同的期刊,并且

刊载 3 篇及以上的期刊占总数的 17. 91%,且均为中医类别

的杂志,表明中医期刊是柴芍六君子汤相关进展的主要传

播期刊。
对柴芍六君子汤的文献研究发现,其治疗范围较广,涉

及消化、内分泌、神经系统、外科等多种疾病,而慢性病毒性

肝炎、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是该方的优势病种;临床

研究文献中,仅 25 篇涉及到描述柴芍六君子汤及其与其他

药物合用的不良反应,根据现有文献结果,其不良反应发生

率较低,但其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纳入文

献中,仅 6 篇动物实验,表明其缺乏关于柴芍六君子汤相关

的动物实验研究,对其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其产业化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随机对照试验被公认为评价干预措施疗效的金标准或

标准规范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中,可以为疾病的治疗、预防

和康复提供大量真实、可靠的证据[11] 。 本次研究发现,关于

柴芍六君子汤的临床研究多为随机对照试验,具备一定的

科学性及可靠性。 此次检索及分析仅粗略对文献进行了整

理,对文献的疗效和安全性未做进一步分析。 今后可进一

步对此进行研究,以更好地提供关于柴芍六君子汤切实可

靠的数据分析及富有临床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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