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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我国近 20 年参芪地黄汤治疗慢性肾脏病(CKD)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及现状,为
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WANFANG

 

DATA)、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SinoMed)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发表的参芪地黄汤治

疗 CKD 的相关文献,运用 CiteSpace
 

6. 1. R6 软件进行图谱分析和解读。 结果:共纳入文献 404 篇,发文量呈

逐年上升趋势;具有多个作者合作群,但各研究团体之间联系稀疏;机构合作主要聚集在各地中医药大学及

相应的附属医院,机构、地区合作少;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气阴两虚、糖尿病肾病、膜性肾病和临床疗效等。 结

论:目前我国关于参芪地黄汤治疗 CKD 的研究相对不足,基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机制有待进一步挖

掘,构建更加有效性、精准化的研究目标是当前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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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指

肾脏结构或功能出现障碍,并伴有水电解质失衡、代
谢产物潴留以及肾脏产生的人体激素分泌减少等一

系列问题[1] 。 目前,肾脏疾病已成为继其他慢性疾

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肿瘤之后又一类威胁人类

生命健康的疾病,其致残致死率增幅位列各类慢性疾

病之首[2-3] 。 广义的慢性肾脏病包括慢性肾小球肾

炎、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膜性肾病、IgA 肾病等

多种肾脏疾病[4] ,各种肾脏病虽属不同,但多病程长、
经常性发作、迁延难以治愈,气阴两虚是其根本病因

病机[5-6] 。 在长期实践经验中,中医对肾脏病的诊断

和治疗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7] 。 参芪地黄

汤具有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功效,常运用于辨证为

气阴两虚的肾脏疾病的治疗[8-9] 。

CiteSpace 软 件 可 运 用 文 献 计 量 分 析 的 方

法[10] ,将文献中作者、机构、国家和关键词等内容汇

聚成不同的网络图谱进行共线分析,构成多层次发

展网络,绘制合作网络、聚类视图等图谱,通过信息

可视化方法展现该领域的完整体系、研究热点与发

展轨迹。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分析我国近 20 年来

参芪地黄汤治疗 CKD 的相关文献,对其发展脉络、
研究热点和现状进行整理,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 据 来 源 与 检 索 策 略 　 检 索 中 国 知 网

(CNKI)、万方数据(WANFANG
 

DATA)、维普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VIP)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SinoMed),分别使用检索表达式:“SU = (参芪地黄

汤
 

OR
 

加味参芪地黄汤
 

OR
 

复方参芪地黄汤
 

OR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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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麦味地黄汤
 

OR
 

参芪知柏地黄汤
 

OR
 

参芪六味地

黄汤)AND(肾病
 

OR
 

肾脏病)”;时间为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共获得中文文献 1214 篇,
经过逐条阅读筛查,剔除会议论文、综述、成果、报纸

和重复的文献共 810 篇,最终 404 篇文献纳入分析。
1. 2　 研究方法　 将文献输入 NoteExpress 程序并完

成对资料的筛选、整理,进行合并去重后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再通过 CiteSpace

 

6. 1. R6 程序中自带的格

式转换器,将 Refworks 格式文件转换为 download_XXX
格式,从而完成图谱绘制。 参数设置:时间切片

(Time
 

Slicing) 设置为 1 年,节点类型设置为“ au-
thor” “ institution” “ country” “ keywords”;节点阈值

Top
 

N 设为 50,其余参数按软件默认参数设置。
2　 结　 　 果

2. 1　 发文量分析　 从图 1 中可知,20 年来参芪地

黄汤治疗 CKD 的研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1)初始期(2003—2016 年)。 该阶段关于参芪地黄

汤治疗 CKD 的文献不多,13 年间发文量共 113 篇,
研究基础较为薄弱。 2) 发展期( 2017—2020 年)。
这 4 年间发文量较前明显上升,2020 年发文量达

53 篇,较 2010 年多 43 篇,处于发展阶段。 3)平稳

期(2021—2023 年)。 2021 年后发文量总体趋于平

稳,呈小范围波动。
2. 2　 作者分析　 参芪地黄汤治疗 CKD 相关发文量

排名前十的作者见表 1,其中发文量最高者是聂莉

芳。 作者合作网络(见图 2)显示,图中共有 422 个

节点、293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 0033,表示该领域

已形成多个研究团队,以吕翠岩、刘铜华、贾晓蕾、
李倩等为代表的团队 1,主要关注参芪地黄汤化裁

方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以陈红波、庄英等为代

表的团队 2,主要关注参芪地黄汤在 IgA 肾病中的

研究;以林跃辉、嵇美霞、胡岗和黄沛荣为代表的团

队 3,侧重加味参芪地黄汤的研究。 各个研究团队

之间并无合作关系,但各节点之间有相应的连线,
代表作者之间具有合作关系。

图 1　 2003—2023 年发文趋势图

表 1　 发文量前十的作者统计

排名 作者 发文量 / 篇 排名 作者 发文量 / 篇
1 聂莉芳 6 6 李倩 4
2 张佩青 5 7 陈红波 3
3 吕翠岩 5 8 余仁欢 3
4 刘铜华 5 9 庄英 3
5 贾晓蕾 4 10 李淑菊 3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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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机构分析　 发文量前十的机构见表 2,发文

量最多的机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

和北京中医药大学 ( 各 8 篇) , 仅占所有文 献

(404 篇)的 1. 98%。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可揭

示该领域内机构的合作关系、发文量、综合的科研

实力及做出的贡献程度[11] 。 本研究机构合作图

谱(见图 3)中共有 304 个节点,96 条连线,网络密

度 0. 0021,可以看到机构间合作较少,主要聚集在

不同地区的中医药大学及相应的附属医院,不同

附属医院或科室分组之间,如天津中医药大学与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北京中医

药大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内

科,缺乏跨区域和多学科合作。
表 2　 发文量前十的机构统计

排名 机构 发文量 / 篇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 8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8
3 山东中医药大学 4
4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4
5 天津中医药大学 4
6 广西中医药大学 3
7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 3
8 浙江中医药大学 3
9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3
10 湖北中医药大学 3

图 3　 机构间合作网络图谱

2. 4　 关键词分析

2. 4. 1　 共现分析　 关键词通常对文章有高度概括

凝练的作用,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深入了解

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有 2 个关键指标可以用来

衡量关键词的重要性,分别是频次和中介中心性。
频次和中介中心性的值越大,说明该关键词的影响

力也越大;中介中心性值≥0. 1 表示该节点在可视

化分析图谱的网络结构中具有关键作用。 文献中

频次≥9 次的关键词见表 3。
将关键词进行共现图谱制作和分析(见图 4),

共生成 245 个节点,422 条连线,网络密度 0. 0141,
各节点之间联系密切。 根据不同关键词属性可以

归类为与检索主题相关的 CKD 的辨证分型及临床

疗效研究,从图 4 可以看到参芪地黄汤治疗 CKD 的

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气阴两虚、糖尿病肾病、膜性肾

病和临床疗效等,符合检索主题与检索表达式。

表 3　 高频关键词统计(频次≥9 次)
排名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 次 排名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 次
1 肾功能 0. 19 43 6 糖尿病 0. 13 13
2 气阴两虚 0. 40 39 7 治疗效果 0. 02 11
3 缬沙坦 0. 07 31 8 临床效果 0. 05 10
4 临床疗效 0. 02 14 9 消渴 0. 01 9
5 疗效 0. 06 13 10 膜性肾病 0. 02 9

2. 4. 2　 聚类分析 　 本研究以 LLR 命名,将 245 个

关键词进行聚类,图谱共产生 7 个聚类群,数字由

大到小,表示该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12] 。 其

中,模块值和平均轮廓值均>0. 3,表示聚类是合理

的。 本研究中的模块值为 0. 7381,平均轮廓值为

0. 907,说明该图谱聚类合理有效。 该图谱聚类分

析共得到 7 个聚类标签(见图 5),依次为肾功能、糖
尿病、聂莉芳、黄芪、不良反应、消渴、名医经验。 可

知该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参芪地黄汤对 CKD
病作用机制的研究和疗效分析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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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键词共线图谱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2. 4. 3　 突发性探测　 近年来该研究领域中共出现

的主要突现词有 14 个。 从表 4 中可知,肾病的疗效

观察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被研究人员所关注,其中研

究方法使用较多的为对照观察。 实验研究包括中医

和西医两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疗效开展较多,
其中以穴位贴敷和缬沙坦联合治疗肾脏疾病较为常

见。 值得注意的是,缬沙坦具有较高的突现值,近几

年治疗效果、炎症因子和血糖成为热点突现词。
表 4　 关键词突现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03—2023 年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03—2023 年

疗效观察 2004 1. 59 2004 2010

肾病 2005 2. 46 2005 2011

对照观察 2007 1. 62 2007 2013

蛋白尿 2005 1. 61 2013 2017

临床研究 2006 1. 66 2015 2016

临床观察 2006 1. 66 2016 2017

水肿 2015 1. 82 2017 2019

中医 2017 1. 59 2017 2018

氯沙坦 2019 1. 89 2019 2020

穴位贴敷 2019 1. 89 2019 2020

炎症因子 2019 1. 55 2019 2023

缬沙坦 2015 4. 53 2020 2021

治疗效果 2020 3. 71 2020 2023

血糖 2011 1. 60 202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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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在关键词聚类分析

的基础上绘制该领域的时间线图(见图 6),以获取

更多突现词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到,CiteSpace
参数:节点为 245 个,连线为 422 条,模块值大于

0. 3 表示结构具有显著性。 本研究模块值 Q =
0. 7381。 各节点代表参考文献,节点越大说明该文

献被引用量越大,节点所处位置与上方年份相对

应,表示在该年进行了发表,此外节点连线表示连

篇文献被共引,连线的粗细代表共引频次的多少。
从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可见,国内参芪地黄

汤治疗 CKD 的研究大致分为 3 个阶段:2005 年开始,
CKD 证型逐渐被关注,其中以气阴两虚型最突出,随
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10—2015 年,黄芪和地黄对

肾脏病治疗效果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重点;2016—
2022 年,研究主题倾向中西医结合治疗 CKD 的研究,
且在作用机制和炎症因子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图 6　 研究领域时间线图

3　 讨　 　 论

　 　 CKD 的患病率日趋增加,各类药物的治疗效果

参差不齐,究其原因可能是未能从肾脏病的机制和

特点进行药效考量[13-14] 。 肾脏疾病作用机制复杂,
存在多个靶点和环节,而化学药物作用单一且不良

反应多。 中药具有多靶点、多方位整体观治疗的特

点[15] ,在肾脏病治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近年来关

于人参、黄芪治疗肾脏病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黄芪

及其经方在治疗肾脏病方面所发挥的药效和药理作

用并不十分明确,且较少涉及细胞、分子等层面的研

究[16] 。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6. 1. R6 软件分析国内

参芪地黄汤治疗 CKD 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以期

为今后国内学者开展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
3. 1　 研究发展历程 　 通过文献数据库检索,进行

该领域研究文献发表数量、作者和机构合作关系的

结果分析可知,国内对参芪地黄汤治疗 CKD 的研究

大体分为 3 个阶段,分别是初始期、发展期和平稳

期。 目前年均发文量维持在 50 篇以上,形成了以

聂莉芳、张佩青、吕翠岩等为代表的各阶段核心研

究者,和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北京

中医药大学为代表的主要科研机构。 但合作者大

多以同一医院或同一中医院校人员组成,各个研究

机构的合作也多存在于附属单位之间,跨地区合作

尚缺乏。 所以在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要注重整

合资源,加强不同地区和机构的合作交流,以弥补

当前研究形势的不足。
3. 2　 研究热点和趋势　 关键词可以显示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频次≥9 次的关键词有肾功能、气阴两

虚、缬沙坦、临床疗效、疗效、糖尿病、治疗效果、临
床效果、消渴、膜性肾病等。 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

析显示该领域研究热点有以下 2 个:1)辨证分型研

究。 代会容等[17] 运用参芪地黄汤联合西药治疗气

阴两虚型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现,该疗法能有效改善

患者机体炎症因子水平,对其血清生化指标水平亦

能发挥明显控制作用;戴双明等[18]通过观察辨证论

治配合西药(其中包含参芪地黄汤)治疗慢性肾功

能衰竭者 254
 

例,结果发现总有效率高达 89. 40%,
说明该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手段有效发挥其扶正

固本祛邪的功效。 2) 临床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可

知,参芪地黄汤对 IgA 肾病、膜性肾病、糖尿病肾病、
狼疮性肾炎等肾病的研究较为丰富,且大多取得不

错的效果。 刘滢[19] 通过观察参芪地黄汤联合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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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IgA 肾病的疗效发现,联合参芪地黄汤较单独

使用西药治疗 IgA 肾病的效果更好,可有效降低患

者血肌酐、尿素氮水平;付少杰等[20] 基于网络药理

学与分子对接技术探讨参芪地黄汤治疗膜性肾病

的作用发现,参芪地黄汤可能通过降低炎症水平、
抑制肾脏纤维化和维持肾小球滤过屏障的完整性

等机制发挥对该病的治疗作用;程妍等[21] 研究发

现,参芪地黄汤联合常规治疗具有协同作用,且在

糖尿病肾病治疗方面具有降低血糖水平、修复老年

糖尿病患者肾功能的作用。 临床实践中将参芪地

黄汤广泛应用于伴气阴两虚的原发和继发性肾脏

疾病,以及肾脏相关并发症等,并取得不错的效果。
当前该领域在进行临床研究的同时也同步进

行实验研究方面的探索,“炎症因子”等关键词为该

领域的研究前沿。 大量研究数据表明参芪地黄汤可

能通过抗炎、免疫调节、调节糖脂代谢以及抑制氧化

应激等机制,减少蛋白尿的排出,从而延缓肾功能的

恶化,但针对该中药复方的具体作用机制并不十分明

确,仍有待进一步探究[22] 。 此外,对参芪地黄汤联合

用药也有不少论述,比如联合西药缬沙坦进行糖尿病

肾病的治疗较多。 由此可见,西药联合中药治疗对肾

脏疾病的疗效或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23] 。
3. 3　 研究不足之处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6. 1. R6
软件对纳入的 404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较为

系统地揭示了参芪地黄汤防治 CKD 的研究情况、现
状热点与发展趋势。 其不足之处:1)本研究仅对国

内文献进行检索,未纳入外文数据库进行分析,仅能

反映国内目前的研究现状。 2)CiteSpace
 

6. 1. R6 软

件图谱绘制过程中所设参数因需求而异会稍有不

同,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同参数设置也会出现不

同的结果[24] 。 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数据库范围,纳
入外文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可横向对比国内外研究

异同,以达到更加全面分析该领域研究动态的目

的,并可综合运用多种可视化工具,保证其研究结

果的客观性,从而进行系统精确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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