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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国内发表的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文献报道以及发展趋势。方法：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ＫＩ）数据库为资料来源，从发表年度、文献数量、研究方向、文献来源、作者及作者单位、
基金分布等几个方面对１９５９年至２０１５年国内正式发表的１８２９篇中医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结
果：除个别年份外，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且自２００６年以后增长迅猛，研究范围覆盖多个学科领域，研究类型多样，但
高水平文献较少，引用率偏低，仅有少量文章获得基金资助。结论：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文

献质量较低，缺乏高水平研究成果，研究群体分布不集中，未形成研究的核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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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荨麻疹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过敏性疾病，主
要的临床表现为：持续６周或者６周以上的皮肤黏
膜局限性水肿反应、伴瘙痒等症状［１２］。慢性荨麻疹

具有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病程长，缠绵难愈，易反

复发作的特点，且波及范围广，无论成人或者儿童均

可发病，在成人中的发病率为１５％左右，严重影响
患病群体的生命质量［３５］。目前，该病的治疗是医学

界面临的一大难题，西医一般选择规避过敏原，并给

予对症、抗过敏治疗，部分使用脱敏疗法，可在一定

程度上有效缓解临床症状，但治疗周期长，有不良反

应发生［６］。传统医学对慢性荨麻疹的研究由来已

久，在诊断和治疗上都各具特色，且其显著的疗效得

到了循证医学的验证［７９］。为了分析总结国内中医

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研究现状，对１９５９年至 ２０１５
年国内公开发表的中医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进行计

量学分析，以探索当今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研究

的大体趋势和重点、热点以及存在的不足，为今后该

领域内的科研和医务人员的研究提供较为客观、可

靠的数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为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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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检索策略　进入“高级检索”界面，以篇名“慢
性荨麻疹”，并且全文“中医”或含“中药”进行精确

检索，检索时限为建库以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３　纳入标准　ＣＮＫＩ数据库建库以来至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３１日发表的研究慢性荨麻疹的全部中医药文
献。

１４　排除标准　１）重复发表的文献；２）广告、新闻、
专利等非研究性文献。

１５　数据的规范与数据库的建立
１５１　数据库的建立　将所有检索记录、文献全文
导入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软件，建立第１个数据库，由２位
研究者独立逐篇阅读文献题目、文献摘要以及文献

全文，按照预先设计的资料提取方案对文献进行筛

选和资料提取，如遇分歧，则由第三方协助裁定，将

提取后的资料录入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软件，建立第２个数
据库。

１５２　数据库的规范　对于作者所在单位的规范：
按照第１作者所在单位进行统计，并将高校的附属
医院并入高校计数。对于文献基金资助情况的规

范：如１篇文章有多项基金资助，则将全部基金项目
纳入计数。对于文献研究方向的规范：按照文献研

究、理论研究、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个人经验与名老

中医经验总结、流行病学调查与病因学研究、文献学

与方法学研究进行分类统计。

１６　数据分析　对全部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以每
年发表的文献数量、文献类型、文献来源数据库、发

文期刊、基金赞助、文献作者、机构、被引用频次为研

究对象进行统计，以探索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

献的特征及规律。

２　结果
２１　以发表年度计量　共获得文献１８２９篇。检
索得到最早发表的文献是 １９５９年，仅发文 １篇。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９９年４１年间共发表文献１９０篇，占发
文总量的１０３９％，平均每年发表４５篇，数量少且
增长缓慢。自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６年有小幅增长，共检
索到发表文献３３７篇，占文献总数的１８４３％，平均
每年发文４８篇。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呈快速增长趋势，发
表文献１３０２篇，占总文献数的７１１７％，平均每年
发文１４５篇。其中发表文献最多的年份是２０１３年，
高达１８８篇，占总文献数的１０２８％，是１９５９年该类
文章首次发文量的１８８倍。见表１、图１。
２２　以文献来源数据库统计　以文献的数据库来
源统计分析，学术期刊最多，共１５５５篇，占文献总
量的８５％；其次为优秀硕士论文，共１１３篇，占文献

总量的６２％，其余依次为国内会议论文、报纸、国
际会议论文、特色期刊、博士论文，未检索到专利、科

技成果等。见表２。

表１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数量

年份 数量
占总文献数量

（％）
年份 数量

占总文献数量

（％）
１９５９ １ ００５％ １９９５ １５ ０８２％
１９６０ １ ００５％ １９９６ ２５ １３７％
１９６４ ２ ０１１％ １９９７ １８ ０９８％
１９６５ ２ ０１１％ １９９８ １８ ０９８％
１９７３ １ ００５％ １９９９ ２３ １２６％
１９７６ １ ００５％ ２０００ ３８ ２０８％
１９７８ １ ００５％ ２００１ ３０ １６４％
１９８０ ２ ０１１％ ２００２ ３７ ２０２％
１９８２ １ ００５％ ２００３ ５０ ２７３％
１９８３ ２ ０１１％ ２００４ ５３ ２９０％
１９８４ ２ ０１１％ ２００５ ４７ ２５７％
１９８５ ３ ０１６％ ２００６ ８２ ４４８％
１９８６ ５ ０２７％ ２００７ １１０ ６０１％
１９８７ １０ ０５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９ ５９６％
１９８８ ８ ０４４％ ２００９ １４８ ８０９％
１９８９ １１ ０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４５ ７９３％
１９９０ ８ ０４４％ ２０１１ １４８ ８０９％
１９９１ ６ ０３３％ ２０１２ １４５ ７９３％
１９９２ ８ ０４４％ ２０１３ １８８ １０２８％
１９９３ ６ ０３３％ ２０１４ １５９ ８６９％
１９９４ １０ ０５５％ ２０１５ １５０ ８２０％
１９９５ １５ ０８２％ 总计 １８２９ １００００％

图１　文献年度发文累积量

表２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来源数据库及构成比

数据库来源 文献篇数 占文献总量（％）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１５５５ ０８５０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１１３ ００６２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１０８ ００５９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２１ ００１１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１３ ０００７

特色期刊 １２ ０００７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７ ０００４

总计 １８２９ １０００

２３　以文献研究方向计量　逐篇浏览中国学术期
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到的文献（１篇学位论文涉及
多个研究方向，故这里不予统计），按其不同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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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进行统计分析。１５５５篇文献中，临床研究
所占比例最大，为１２２３篇（７８６％），其余类型文献
量均较少。临床研究中以随机对照研究为主，共计

８９６篇（５７６）。见表３。

表３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的类型

类型 论文数 占总文献比例（％）

文献综述 ３５ ００２３
理论研究 ７１ ００４６
基础研究（包括动物实验） ２８ ００１８
个人经验与名老中医经验总结 ４８ ００３１
流行病学调查与病因学研究 １１ ０００７
文献学与方法学研究 ４ ０００３
临床研究 １２２３ ０７８６
　病例对照 ４２ ００２７
　病例报告（病例系列） ２８５ ０１８３
　随机对照 ８９６ ０５７６
　　中药内治法 ２２２ ０１４３
　　中医外治法 ２５３ ０１６３
　　中西医结合法 ４２１ ０２７１

　　注：上表发文比例计算方法：发文数量／１５５５

２４　以发文期刊分布统计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
版总库收录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相关文献１５５５
篇，分别发表在９０余种期刊上，发文数量１５篇以上
（含１５篇）的期刊有２６种，共５９１篇，占文献总量的
３５８％，其中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期刊为《中国中西
医结合皮肤病性病学杂志》，发表文章５０篇；排名前
十位的期刊共发文３２１篇，占总期刊文献的２０６％。
见表４。

表４　发表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排名前１０位的期刊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 占总文献比例（％）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性病学杂志 ５０ ００３２
四川中医 ４２ ００２７
新中医 ３９ ００２５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３３ ００２１
内蒙古中医药 ２８ ００１８
光明中医 ２７ ００１７

皮肤病与性病 ２７ ００１７
实用中医药杂志 ２６ ００１７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２５ ００１６
陕西中医 ２４ ００１５
总计 ３２１ ０２０６

　　注：上表发文比例计算方法：发文数量／１５５５

２５　以获得基金资助情况计量　在全部检索得到
的１８２９篇文献中，获得基金资助的文献共３５篇，其
中国家级基金资助文献１０篇，省部级基金资助（２５
篇）。见表５。
２６　以文献作者所在单位及文献作者发表文献数
量统计　经 ＣＮＫＩ数据库分组统计，在检索得到的
１８２９篇文献中，文献作者所在单位情况：发表文献

数１０篇以上（含１０篇）单位共１７所（附属医院包含
在所属大学内计数），共发文３４７篇。其中１１所为
国内中医药大学，４所为省市级医院，２所为综合性
医科大学，１所为国家级中医研究机构。见表６。

表５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获得基金资助情况

资助基金名称 数量 占基金文献总量（％）

国家级基金 １０ ０２８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 ０２００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３ ００８６
省部级基金 ２５ ０７１４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 ３ ００８６
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 ３ ００８６
四川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 ２ ００５７
四川省卫生厅科研基金 ２ ００５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 ２ ００５７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攻关计划 ２ ００５７

天津市科学基金 １ ００２９
福建省卫生厅青年科研基金 １ ００２９

上海科技发展基金 １ ００２９
河南省教委自然科学基金 １ ００２９
广东自然科学基金 １ ００２９

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 ４ ０１１４
山西科技攻关计划 １ ００２９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１ ００２９

总计 ３５ １０００

　　以作者参与的所有文献统计，发表文献１０篇以
上的作者仅有１人，为河南省中医院刘爱民，共发表
文献１６篇。发表５～１０篇文献的作者有１９人，５篇
以下作者人数无详尽统计结果。见表７。

表６　发表１０篇文献以上的作者所在单位及论文发表篇数

作者单位 论文篇数 作者单位 论文篇数

成都中医药大学 ４９ 新疆医科大学 １５
广州中医药大学 ４９ 中国中医科学院 １５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３６ 湖北中医药大学 １４
山东中医药大学 ２５ 天津市长征医院 １３
辽宁中医药大学 ２２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１１
湖南中医药大学 １８ 首都医科大学 １０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１７ 深圳市中医院 １０
河南省中医院 １７ 天津中医药大学 １０
广东省中医院 １６ 总计 ３４７

表７　中医药医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排名前五位的作者

作者 作者单位 论文数量

刘爱民 河南省中医院 １６
陈云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三明第一医院 ９
席建元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８
马玉昕 解放军白求恩和平医院 ７
曾抗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皮肤科 ６

２７　以被引用频次统计　检索到的１８２９篇文献
中，最高被引用频次为６２次，该文献为２０００年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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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发表在《湖北中医杂志》上的文章：《中药熏蒸治

疗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被引用频次在１０次至
４９次的文章有１００篇，占总文献量的５４７％；被引
用５次至９次的文献较多，共２６３篇，占文献总量的
１４３８％；被引用１次至４次的文献最多，共７３１篇，
占文献总量的 ３９９３％；被引用频次为零的文献所
占比例较多，共６７４篇，占文献总量的３６８５％。见
表８。

表８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被引用频次

被引用频次 文献数量 占文献总量比例（％）

＞＝５０ １ ００００５
４０～４９ ３ ０００１６
３０～３９ ５ ０００２７
２０～２９ ３０ ００１６４
１０～１９ ６１ ００３３４
５～９ ２６３ ０１４３８
１～４ ７３１ ０３９９７
０ ６７４ ０３６８５

３　讨论
３１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
迅速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
的文献最早于１９５９年发表，自此至１９９９年４１年间
共发表文献 １９０篇，增长缓慢；自 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０６
年，文献量有小幅增长，平均每年发表４８篇；２００７年
至今，文献量迅猛增长，每年发表量均在百数以上，

２０１３年为高峰时期，共发表文献１８８篇。除外文献
发表数量的增长，其研究方向和类型也逐渐多样化，

２０００年以前，文献多为小样本临床观察，单病例报
告及少量理论研究，２０００年以后，研究方向虽然仍
以临床研究为主，但研究多为设计严谨、合理的随机

对照试验，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靠。此外，一些新的

研究方式，如流行病学调查，病因学、方法学和文献

学等开始应用于本领域。近几年来，受当前先进科

学技术在医学领域内大量应用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热

的影响，基础研究逐渐开始发展，研究群体主要为高

校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成果多在毕业论文中体

现，期刊文章中较为少见，这可能与作者倾向将研究

成果向国外期刊投稿，发表英文文章有关。

３２　内外兼治成为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特色
和优势　根据统计，在８９６篇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中，
有２５３篇文献涉及中医外治法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研
究，占据该类型文章约１／３的比例。不同于以内治
法为主的其他疾病，慢性荨麻疹因其自身疾病特点，

使得外治法成为其特色的治疗手段，具体包括针刺、

艾灸、拔罐、敷贴、埋线、穴位注射、自血疗法等，这些

疗法可以单独、联合运用，亦可以配合中、西内服用

药协同使用，据现有文献报道，临床效果良好。

３３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文献的质量有待提高
　　在全部检索到的１８２９篇文献中，受基金资助
文献３５篇，仅占总文献量的１９％，其中只有１０篇
获得国家级基金支持，且该类文献多数来源于同一

研究团体。从文献期刊来源上看，虽然涉及广泛，但

多数集中在非核心期刊。从被引用频次来看，被引用

超过５０次的文献仅有１篇，而９１％的文献引用频次
在１０次以下，其中零引用率的文献达６７４篇，由此可
见，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高影响力的文章较少。

３４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总体发展趋势较好，
但影响力尚有待提升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从整体
来看，目前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发展态势良好，

正逐步受到国家的支持和广大医务、科研人员的关

注，以成都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代表的高

等中医院校和以广东省中医院为代表的省市级的中

医院都不断在该领域投入科研资源和研究人员，从

多个方向致力于对该病的研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但至今为止，由于研究团体分布不集中，尚未形成研

究的核心机构与核心论坛。虽然研究成果颇多，文

献量增长迅速，但缺乏高水平研究成果和名家大家

的系统理论支撑，这一点可以从理论研究和综述所

占文献量极少可以得出。据此提出以下３点意见：
１）临床研究应在设计和实施环节愈加严谨，结合基
础研究，扩大样本量，提升证据等级，使得研究结果

更有说服力。２）重点关注基金资助项目，解决研究
资金缺乏难题；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拓展研

究方向，向多学科交叉多视角切入转变。３）呼吁当
前实力和影响力较大的团队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

以在慢性荨麻疹的治疗方面，更好的展现中医药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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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均为炙甘草汤加减联合西药与西医常规治疗比较

情况，说明单用炙甘草汤在房颤的临床治疗中应用

仍不广泛，其单用治疗效果缺乏有效的试验数据支

撑，还望有更多的 ＲＣＴ对其疗效进行进一步探索。
３）房颤复律后的高复发率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干预措施的效果判断有时需要长期随访，但入选

的９项研究中只有３项［５６，１２］报告了随访情况。虽

然有时在临床实践中面临较多困难，但如能完善专

业的随访系统，必将推动房颤治疗整体评价体系的

建立，从而提供更加科学的评价。

综上所述，通过本随机对照试验的Ｍｅｔａ分析可
以看出，临床利用经方炙甘草汤加减方治疗房颤时，

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转复为窦性心律方面可能具

有一定的疗效。但通过对所有纳入文献的方法学以

及报告质量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研究结果存在一

定的偏倚性，临床上仍然需要更多的、质量更高的随

机对照试验对该结果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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