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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当归四逆汤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计算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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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

务系统(SinoMed)自建库至 2023 年 3 月 13 日收录的有关当归四逆汤研究的相关文献。 采用 NoteExpress 软

件合并去重,采用 CiteSpace
 

6. 1. R6 软件对年度发文量、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知识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

果:纳入文献 1560 篇,涉及期刊 375 种,其中《新中医》发文最高;涉及作者 2692 位,其中作者发文最高的为

赵国平;涉及机构 578 家,其中发文机构最多的是广东省中医院。 结论:当归四逆汤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当归四逆汤加减方的临床应用研究及中医药疗法的联合研究。 临床研究的应用及利用网络药理学分析方

法探讨药效成分及治疗通路来阐明作用机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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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四逆汤( danggui
 

sini
 

decoction,DSD)来源

于《伤寒论》,由当归、桂枝、白芍、细辛、甘草、通草、
大枣组成,方中当归、白芍养血和营;桂枝、细辛温

经散寒;甘草、大枣补中益气;通草通利经脉,以畅

血行[1] 。 全方配伍,共奏温经散寒、养血通脉之

效[2] 。 该方早期多用来止痛,凡属血虚寒凝之症皆

可治之[2-3] 。 当归四逆汤的相关文献逐渐增加,其
应用范围涉及内、外、皮肤、妇科等领域[4] ,但目前

尚未见相关文献计量统计分析。 引文信息可视化

分析软件 CiteSpace 能够快速提取文献中的有效信

息并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能够更客观、全面地

分析该领域的学术知识基础、研究热点、未来趋

势[5] 。 因此,本文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对

当归四逆汤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旨在了解其研究热

点及研究趋势,为临床运用提供思路,以期为后续

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

(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万方数

据(WANFANG
 

DATA)、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

统(SinoMed),检索条件为“主题”,检索词为“当归

四逆”“当归四逆汤”,检索时间范围为自建库至

2023 年 3 月 13 日。
1. 2　 纳入标准　 公开发表的与当归四逆汤相关的

期刊文献。
1. 3　 排除标准　 1)英文文献;2)综述、Meta 分析、
系统评价类论文;3)重复文献。
1. 4　 数据处理　 将筛选后的文献题录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运用 NoteExpress 软件筛选去重。 去重

后按 时 间 排 序, 双 人 核 查。 将 最 终 文 件 命 名

“ download_X”格式,采用 CiteSpace
 

6. 1. R6
 

可视

化分析软件绘制图谱。 设置时间跨度为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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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时间切片为“1”年,采用 Excel
 

2022
 

制作

曲线图。 节点类型( Node
 

Types)为作者( Author) 、
机构( Institution) 、关键词( Keyword) ; “ Top

 

N” 为

50,其余为软件默认设置。
2　 结　 　 果

2. 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共获得文献 4465 篇,其

中 CNKI
 

1246 篇,WANFANG
 

DATA
 

1140 篇,VIP
 

972 篇,SinoMed
 

1107 篇,合并去除重复文献后最

终纳入文献 1560 篇。 首篇发表于 1954 年,从总

体发 文 量 看, 发 文 趋 势 呈 波 动 性 上 升 趋 势。
2021 年发文数量达到历史最高( 91 篇) ,2023 年

因仅纳入前 3 个月,故发文量仅 8 篇。 (见图 1)

图 1　 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2. 2　 发文期刊分析 　 1560 篇文献发表在 375 种

期刊中,其中《新中医》杂志发表当归四逆汤文献

最多。 (见表 1)
表 1　 发文期刊分析(前 10 位)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 篇 百分比 / %
1 新中医 57 3. 65
2 四川中医 48 3. 08
3 陕西中医 45 2. 88
4 河南中医 44 2. 82
5 实用中医药杂志 38 2. 43
6 内蒙古中医药 33 2. 12
7 国医论坛 29 1. 86
8 江西中医药 28 1. 79
9 光明中医 27 1. 73
10 河北中医 24 1. 54

2. 3　 研究文献疾病类别分析 　 当归四逆汤临床

运用广泛,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以及皮肤科等领

域[6] 。 (见表 2)
表 2　 研究文献疾病类别分析

类别 　 　 　 　 　 　 　 　 　 　 　 主要疾病

内科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雷诺病、偏头痛、多发性神经炎、冠心病心

绞痛、类风湿关节炎、癌症化疗、慢性非萎缩性胃炎、雷诺氏病
外科 肩周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大动脉炎、腰椎

间盘突出、颈椎病、骨折延期愈合

妇科 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闭经、慢性盆腔炎

皮肤科 荨麻疹、冻疮、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多形性红斑、皲裂、硬皮病

2. 4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图中共有

2692 位作者被纳入图谱进行分析。 依据普赖斯定

律[7] ,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依据公式为 N = 0. 749×

nmax ,其中 N 代表核心作者发文数量的最低数,
nmax 代表最高发文量作者的发文数量。 经计算后,
取整数 3,即核心作者发文量≥3 篇,共筛选出 40 位

核心作者,共发文 146 篇,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

9. 36%,未达到总文献数量的 50%,表明尚未形成显

著的核心作者群。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节点越大,
代表发文量越多。 主要形成了以赵国平团队、张巍

团队为主的合作群,其团队成员合作密切,发文量

较多。 赵国平团队主要探讨当归四逆汤相关成分

预处理对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8-9] ,张巍团队近

年来主要研究当归四逆汤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10-11] 。 (见图 2)
2. 5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纳入的文献共涉及机构

578 家,机构合作网络图见图 3。 节点之间的连线代

表机构之间存在合作,网络密度低,说明机构之间

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 其中,广东省中医院发文最

高(5 篇)、其次为天津中医药大学(4 篇)。 机构之

间的合作多以高校与其附属医院为主。 总体上来

说机构间的合作较为松散,多以地域划分,图中较

少有跨地域跨学科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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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

图 3　 机构合作网络图

2. 6　 关键词分析

2. 6.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共现性指关键词出现的

频数,高频出现的关键词表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话

题[12] 。 对相近词义而表达有差异的关键词进行整

合分析,当归四逆汤加味和加味当归四逆汤合并为

当归四逆汤加味。 统计出前 10 位的关键词(见表

3)。 中介中心性介于 0 ~ 1 之间,≥0. 1 说明中心性

较高[13] 。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显示,N = 497,E = 715,
说明图中共 497 个节点、 连线 1542 条, 密度为

0. 0058(见图 4)。

表 3　 高频关键词分析(前 10 位)
序号 频次 / 次 年份 / 年 关键词 中心性
1 875 1954 当归四逆汤 0. 68
2 139 2009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09
3 99 2000 临床疗效 0. 04
4 89 1965 当归四逆汤加味 0. 39
5 67 1988 当归四逆汤 / 治疗应用 0. 15
6 65 2000 痛经 0. 25
7 52 1993 中医药疗法 0. 42
8 43 2009 糖尿病 0. 05
9 43 1982 《伤寒论》 0. 42
10 41 1965 当归四逆汤加减 0. 17

·301·　 　 　 　 第 12 期　 　 　 　 　 　 邹　 颖,张慧琳,张　 庆,等:基于 CiteSpace 的当归四逆汤可视化分析



图 4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2. 6. 2　 关键词聚类分析　 模块( Q 值)和平均轮廓

值(S 值)是衡量聚类效果的指标。 Q 值的取值范围

为 0 ~ 1,当 Q > 0. 3 时,说明聚类结构显著,Q 值越

大,聚类越好;S 值的取值为-1 ~ 1,S 值越接近 1,说
明聚类的同质性越高[14] 。 由图 5 可见,当归四逆汤

关键词聚类图谱 S = 0. 965,Q = 0. 8477,说明聚类结

构是合理的、同质性较好。 每个颜色的色块代表其

中的一个聚类,聚类的编号数字越小则聚类中所包

含的成员数量最多[15] 。 选取前 11 个聚类标签进行

展示,其中#0、#1、#5、#6 多为当归四逆汤文献考证

及加减方的临床应用。 #2 探讨当归四逆汤的常见

附方的药理作用及应用研究。 #3、#4、#7 探讨当归

四逆汤主治疾病的病症。 #8 探讨当归四逆汤临床

疗效评判标准。 #10 探讨当归四逆汤化学成分的药

理作用机制。

图 5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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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3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应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进行分析时,某段时间内频数

变化较高的关键词,可预测该领域研究热点和未来发

展的趋势[16] 。 红色线条代表关键词处于活跃期,如
图 6 所示,关键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突现强度

值最大,其次为当归四逆汤 / 治疗应用。 选取 15 个关

键词进行突现分析,其总体研究特点为:1)研究当归

四逆汤方剂中化学成分最多的是炙甘草;2)当归四

逆汤方剂主要功效为温经散寒;3)当归四逆汤多集

中于临床应用研究,以当归四逆汤加味、当归四逆汤

加减、中医药疗法为主,注重疗效;4)研究疾病以痛

经、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为主;5)研究证型以寒凝血瘀型为主;6)应用网络药

理学分析方法对其机制进行研究。

图 6　 关键词突现图

3　 讨　 　 论

　 　 当归四逆汤载于张仲景《伤寒论》,是治疗血虚

寒厥证的代表方剂。 通过 CiteSpace 对纳入文献进行

分析发现,近年来当归四逆汤年发文量总体呈波动性

上升趋势,说明研究者对该领域研究不断深入,涌现

出相应的研究成果。 从文献期刊来看,《新中医》等

杂志刊发了较多当归四逆汤的相关研究,对本领域相

关研究成果的传播做出了较多贡献。 从作者分布来

看,赵国平团队发文量最高,其近年来一直聚焦于药

理研究,其中动物实验模型以大鼠为主。 从研究机构

来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合作机构局限于当地的中

医药高校及附属医院之间,缺乏跨地域、跨学科的合

作交流,尚未形成完整的合作网络图,同时缺乏学术

共享平台,不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从关键词共现及关键词聚类分析来看,当归四

逆汤加减方的临床应用研究及中医药疗法是当前的

研究热点。 从临床应用研究的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

内科及妇科领域,其中,内科方面以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的研究较为突出,李国菁等[17] 采用加味当归四

逆汤联合针灸疏通经络及通络外洗 2 号方足浴治疗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结果显示能显著改善患者

的临床症状,有效提高神经传导速度,改善血液流变

学指标。 在妇科方面,因当归四逆汤方剂中含有多味

养血通经的中药,所以多应用于寒湿凝滞引发的诸多

妇科血瘀疾病。 胡欣欣等[18]运用当归四逆汤加味治

疗血虚寒凝型原发性痛经患者,结果显示此疗法能降

低患者痛经症状积分,提高治疗效果,有助于改善生

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归四逆汤常与其他中医

药疗法联合应用,如中药足浴、温针灸、中药熏洗、针
刺疗法、香薰按摩、艾灸等。 亦有研究证明,当归四逆

汤加减可以通过多靶点而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提高临

床疗效,具有显著优势,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

和应用[19-21] 。
关键词突现性结果显示近年来研究前沿的关

键词主题包括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网络药理学,现
将其归纳为两类研究趋势:1)临床应用研究。 膝关

节骨性关节炎归属于中医学“痹证”的范畴,本病多

因肝肾亏虚、气血津液不足、筋脉失养、风寒湿邪乘

虚而入所致[22] 。 而当归四逆汤具有补益气血、通经

活络的作用,因此临床常应用于膝骨性关节炎的治

疗。 如田雪秋等[23] 采用加味当归四逆汤治疗寒凝

血瘀型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发现能有效改善患者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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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功能,缓解局部疼痛,疗效可靠,值得进一步推

广。 2)机制研究。 近年来,网络药理学已经成为中

医药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之一。 中药具有多成

分、多靶点的特点,药理机制复杂,而借助网络药理

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有助于阐释中药活性成分、疾
病和代谢物靶点之间的作用关系[24] ,通过构建“成

分-靶点-疾病”网络,有助于研究其治疗通路,阐明

作用机制,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奠定良

好的基础。 以上研究可能会成为当归四逆汤研究

领域的风向热点,是值得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当归四逆汤研究文

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近年来学者在当归四逆汤临

床应用、经验总结、作用机制、治疗方法等方面开展了

相应的研究,获得了一定的数据支持,但仍需进一步

完善和改进。 1)加深科研学者团队之间的合作,鼓
励跨机构、跨地域学术交流,提倡多学科的合作模式,
以增加研究的多样性。 2)文献来源期刊中核心期刊

文献较少,文献质量参差不齐,多为小样本的研究,今
后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以增

加研究的可信度。 3)可基于“异病同治”的思路拓宽

其适用人群,有利于临床推广使用,体现中医药的治

疗优势。 4)高效利用新兴技术如网络药理学、代谢

组学、基因组学阐明其作用机制,仍存在较多的挖掘

与探索空间,应加强新兴技术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研

究。 5)目前当归四逆汤有效成分、作用靶点及分子

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需深入探讨当归四逆汤中组方成

分、配伍规律及特点,在中医学整体理论的指导下进

行药理学和药物化学分析,以扩宽现代药理学新前

沿。 由于本研究未纳入英文文献,仅分析了 CNKI、
WANFANG

 

DATA、VIP 以及 SinoMed
 

4 个数据库的

中文文献,因数据库导出的相关信息受限制以及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其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研究结果可能有一定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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