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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ＮＫＩ数据库的中医肝主疏泄文献计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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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发表的中医肝主疏泄的文献报道及研究发展趋势，为本领域科研人员提供参考。
方法：以中国知网资源总库源数据库为资料来源，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期刊收录的中医肝主疏泄的

文献进行分析，从发表年度、文献来源、文献类型、作者单位、基金资助、高频关键词等几方面进行统计，初步研究与分析本

领域的科研状况。结果：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２９４３篇。文献数量从２００５年以后呈快速增长趋势；
发表文献２０篇以上单位共１０所，最多达到２０１篇；文献以临床研究与经验介绍为主，占５１２８％；受各级科研基金资助文
献２２０篇，占文献７４８％；被引用频次４１０１％，总体偏高；从高频关键词来看，主要研究方式为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理论
探讨、名医经验等，从肝主疏泄论治的最常见疾病有“糖尿病”“情志病”“肠应急综合征”“脂肪肝”“心理应激”“冠心病”

“胃脘痛”“不孕症”和“经前期综合征”等，用于治疗肝失疏泄的最常用的方剂为逍遥散。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肝主疏泄

研究呈逐步上升态势，研究方法呈多样化趋势，近年来肝主疏泄研究受到重视，研究质量不断提高；侧重临床运用的研究，

对其理论内涵的研究不足；研究从肝论治的疾病和使用的方剂有限，应改进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范围。

关键词　肝主疏泄；ＣＮＫＩ数据库；文献计量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Ｃ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ＮＫＩ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ａｎｇＬｅｐｅｎｇ，Ｌｏ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ＳｈａｎＴｉｌｉａｎｇ，ＭａＳｈｕｒａｎ
（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ｌ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ＮＫＩ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ｔｏｍａｋ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ｙｅ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ｕｎｉｔ，ｆｕｎｄ，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ｔｉｌＪｕｎｅ１８，２０１４，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９４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ｗａｓｏｎａ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５；１０ｕｎｉｔ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ｖｅｒ２０ｐａｐ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ｍａｘｉｍｕｍｏｆ２０１；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５１．２８％；２２０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ｆ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ａｔ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７．４８％；４１．０１％ 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ｃｉ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ｉｄｅ；ｊｕｄ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ｕｄ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ｆａｍｏｕｓｄｏ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
ｅａｓ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ｏｍａｃｈａｃｈ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
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ＸｉａｏｙａｏＰｏｄｗｅｒ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ｕｓｅｄ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ｖｅｒ’ｓｆａｉｌ
ｕｒｅ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ｈａｓｓｈｏｗｎ
ａｇｒａｄｕａｌｕｐ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ｒ
ｓ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ｇｉｖｅｎｇｒｅａ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ｈｉｌ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ｉ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ａｒｅｖｅ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ｖ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ＮＫＩ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中图分类号：Ｒ２－０３；Ｒ３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３

·１０６·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５年４月第１０卷第４期



　　肝主疏泄是指肝具有疏通、宣泄和升发的生理
功能。“疏泄”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五常政大

论》云：“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土疏泄，苍气达，阳和

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其化生，其气

美，其政散，其令条舒”［１］。朱丹溪在《格致余论·

阳有余阴不足论》中提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

肝也”的理论，首次明确指出了肝主疏泄［２］。后世各

代医家对“肝主疏泄”内涵的研究以及其对临床的

应用指导不断深入。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医学的

现代化发展，各中医院校、医院以及科研单位对“肝

主疏泄”理论以及在其指导下的临床实践进行了多

层面的研究。为了挖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对“肝

主疏泄”研究的发展状况，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ＣＮＫＩ数据库纳入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旨在探
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对于“肝主疏泄”的研究大

环境特点及研究焦点和热点，以期为中医领域的教

学及科研人员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文献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检索

词：“肝”并含“疏泄”（１９６０年至 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１８
日）；文献统计方法：文献发表分布年代、文献来源数

据库、作者单位、发文期刊分布、基金资助、文献类

型、被引用频次、高频关键词。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篇数　共检索文献２９４３篇。
２２　以文献发表年度计量　在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与
“肝主疏泄”相关的最早的文献发表于１９６０年。发
文数量年增长较为缓慢，２００５年以后总体呈现快速
增长趋势。２００５年以后共发文１２４１篇，占总文献
数的４５２９％。２０１０年后发文数量再次猛增。为了
便于分析文献发表年度趋势，特统计从 １９６０年到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的文章共２８８１篇，见表１、
图１。

图１　２８８１篇肝主疏泄文献发表年度分布

２３　以文献来源数据库计量　不同来源数据库的
文献数量排序从多到少依次为：学术期刊、学位论文

（包括优秀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国内会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重要报纸、科技成果、专利、行业标

准。见表２。

表１　２８８１篇肝主疏泄文献发表年度分布

时间 论文篇数
占文献总量

（％）
年度 论文篇数

占文献总量

（％）
１９６０ ２ ００７％ １９９３ ７４ ２６８％
１９６４ ２ ００７％ １９９４ ６６ ２３９％
１９６５ １ ００４％ １９９５ ５３ １９２％
１９７３ １ ００４％ １９９６ ５７ ２０７％
１９７５ ４ ０１４％ １９９７ ５６ ２０３％
１９７６ ４ ０１４％ １９９８ ５７ ２０７％
１９７７ ２ ００７％ １９９９ ５７ ２０７％
１９７８ ５ ０１８％ ２０００ ４７ １７０％
１９７９ ８ ０２９％ ２００１ ４４ １５９％
１９８０ １５ ０５４％ ２００２ ６４ ２３２％
１９８１ １７ ０６２％ ２００３ ６５ ２３６％
１９８２ ３０ １０９％ ２００４ ７２ ２６１％
１９８３ ３３ １２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７ ３８８％
１９８４ ３９ １４１％ ２００６ ９７ ３５２％
１９８５ ３５ １２７％ ２００７ １２６ ４５７％
１９８６ ４６ １６７％ ２００８ １４０ ５０７％
１９８７ ５３ １９２％ ２００９ １４６ ５２９％
１９８８ ５７ ２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９ ７５８％
１９８９ ６４ ２３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５ ７４３％
１９９０ ５３ １９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４ ７３９％
１９９１ ５６ ２０３％ ２０１３ ２２８ ８２６％
１９９２ ５８ ２１０％ 共计 ２８８１ ２６８％

表２　２９４３篇肝主疏泄文献来源

　　　　数据库来源 文献篇数 占总文献数比例（％）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２０２２ ６８７１
特色期刊 １１５ ３９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１４４ ４８９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３００ １０１９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２０１３增刊
３０ １０２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１６６ ５６４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２８ ０９５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１７ ０５８
中国专利数据库 ２８ ０９５
中国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 ２１ ０７１
国家科技成果数据库 ８９ ３０２

２４　以文献作者所在单位计量　经 ＣＮＫＩ数据库
分组统计，文献作者单位排序为：各地中医药大学、

国家级中医科研机构、三级甲等医院等。发表文献

２０篇以上单位共１０所（见表３）。
２５　发文期刊分布统计　经 ＣＮＫＩ数据库统计，２
９４３篇中医“肝主疏泄”文献主要来源于各高校的硕
博论文和各类期刊、论文集和报纸上。高校硕博论

文主要集中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山

东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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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医药大学（见表４）。刊登５０篇以上文章的
期刊及文章数见表５。其中，发表５０篇以上的期刊
有９种，发表４０～５０篇期刊有２种，３０～４０篇的期
刊有１１种，２０～３０篇的期刊有１１种。见表５。

表３　２９４３篇文献作者所在单位及发表文献篇数

单位
论文

数
单位

论文

数

山东中医药大学 ２０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３１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１５４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３０
广州中医药大学 １４２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２９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６１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２６
辽宁中医药大学 ６０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２５
湖北中医药大学 ５５ 中国中医科学院 ２５
河南中医学院 ５１ 广东省中医院 ２２
成都中医药大学 ５０ 上海中医药大学 ２１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３８ 福建中医学院 ２０

表４　各高校肝主疏泄相关硕博论文篇数

高校 硕博论文数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９７
广州中医药大学 ９０
山东中医药大学 ８５
辽宁中医药大学 ３９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２９
湖北中医药大学 ２４

表５　发表肝主疏泄相关论文５０篇以上的期刊

期刊 论文数

中医杂志 ７２
四川中医 ６１

辽宁中医杂志 ６７
新中医 ５５
陕西中医 ６３

中华中医药学刊 ５５
山东中医杂志 ５８
吉林中医药 ５１

２６　获得基金资助情况计量　检索得到的 ２９４３
篇文献中获得基金资助的文献共２２０篇，占文献总
数的７４８％，其中，国家级基金资助文献１３４篇，省
部级及以下基金资助８６篇。见表６。

表６　２９４３篇中医肝主疏泄文献获得基金资助情况

基金类别
论文

数

占获资助文献数

比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９ ３５９１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 ４７ ２１３６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８ ３６３
省部级及以下基金 ８６ ３９０９

２７　以文献类型计量　笔者对文献逐篇浏览，按照
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人工分类，所检索到的

文献经过筛选后，文献研究与理论探讨以及综述

８８６篇（３２３４％），临床研究与经验介绍 １４０５篇
（５１２８％），基础实验研究１６１篇（５８８％），流行病
学调

)

与病因学研究１７篇（０６２％）。见表７。

表７　检索到的中医“肝主疏泄”文献类型

类型 论文数占总文献比例（％）

文献研究与理论探讨及综述 ８８６ ３２３４
基础实验（含动物试验） １６１ ５８８
临床研究及经验介绍 １４０５ ５１２８
流行病学调查 １７ ０６２

其他（包括动物医学、文摘、问答栏目等） ２７１ ９８８

表８　中医“肝主疏泄”文献被引用频次

被引用频次 论文数 占总文献比例（％）

＞１００ ７ ０２４
９０～１００ ２ ００７
８０～９０ ２ ００７
７０～８０ ２ ００７
６０～７０ ３ ０１０
５０～６０ ６ ０２０
４０～５０ ９ ０３１
３０～４０ ２０ ０６８
２０～２９ ３１ １０５
１０～１９ １００ ３４０
１～９ １０１９ ３４６２
０ １７３６ ５８９９

表９　前４０位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肝主疏泄 １２６ 肠易激综合征 ２４
肝 １１２ 中医 ２３

从肝论治 ８１ 名医经验 ２２
中医药疗法 ６８ 医案 ２１
肝失疏泄 ５３ 理论探讨 ２１
病因病机 ５２ 理论研究 ２１
辨证论治 ５０ 经验 ２０
抑郁症 ４４ 脂肪肝 ２０
临床研究 ４１ 疏肝解郁 １９
病机 ３５ 肝气郁结 １９
疏泄 ３２ 综述 ２０
糖尿病 ３２ 肝藏血 １９
情志 ３１ 心理应激 １８

中医治疗 ３０ 肝（中医） １８
肝郁 ２９ 冠心病 １８

实验研究 ２８ 胃脘痛 １７
中医药治疗 ２８ 证候 １７
治疗 ２７ 中医疗法 １７
疏肝 ２６ 不孕症 １７
逍遥散 ２４ 经前期综合征 １６

２８　以被引用频次计量　在相关的２９４３篇文献
中，被引用频次最高的为１７８次，是乔明琦等 １９９７
年发表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的“经前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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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证候分布规律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一文，共被引

用１７９次。大多数文献（１７３６）为零引用，占到
５８９９％。被引情况见表８。
２９　以高频关键词计量　在检索到的文献中，前
４０位高频关键词见表９。
３　讨论

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的方法

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

的分布规律、数量关系，以及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揭示科学技术的某些规律、特征和结构的一门

科学［３］。上述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医研究肝主疏泄呈逐步上升态势，研究方法呈

多样化趋势。“肝主疏泄”文献最早发表在１９６０年，
属于个案病例治验报道。之后基本处于逐步上升态

势。２００５年之前的文献，研究内容多属于治验、小
样本临床观察、文献研究与理论探讨研究。２００５年
之后，发表数量快速增长，研究方法呈多样化趋势，

虽仍以临床研究为主体，但基础实验研究、流行病学

研究逐渐增多、文献学和方法学研究方法增多，如采

用了数理统计、数据挖掘、本体等等。这是近年来随

着中医现代化发展，中医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学科

研究的一个体现。

所检索到的２９４３篇文献中有２２０篇受到各级
科研基金资助，占文献总数的７４８％，其中，国家级
基金资助文献１３０篇，可见近年来“肝主疏泄”研究
不断受到重视。如山东中医药大学乔明琦主持的国

家９７３专项课题—“愤怒和郁怒诱发情志病的发病
机制和干预”以及其他有关肝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以王庆国主持的基于“肝藏血，主疏

泄”的脏象理论研究等。从被引用频次分析其影响

力，有４１０１％的文章被引用，其中被引用１０次以上
的文献总计１８７篇，占总文献数的６３５％。说明文
章质量在不断提高中。

从高频关键词来看，除了与“肝主疏泄”相关的

术语外，主要包括对于“肝主疏泄”不同的研究方

式，如“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理论探讨”“名医经

验”等，和从“肝失疏泄”论治的最常见疾病，如“糖

尿病”“情志病”“肠应急综合征”“脂肪肝”“心理应

激”“冠心病”“胃脘痛”“不孕症”和“经前期综合

征”，以及用于治疗肝失疏泄的最常用的方剂“逍遥

散”。

另外，笔者还浏览了近５年的相关论文，发现既
有对概念和理论的分析与探讨［４－６］，又有对其与现

代医学中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的相关性的研究［７］，

既有理论的临床运用［８－９］，又有对其研究现状和存

在问题的思考［１０－１１］。例如，李瀚［１２］提出“肝藏象

肝脏中心说”，认为肝脏是肝藏的主体，肝藏包含肝

脏而不限于肝脏，扩展和深化了肝藏象本质研究。

王宪龄等［１３］认为肝主疏泄具有广泛的生理效应，对

全身气机的调畅、气血的运行以及脏腑功能的协调

等发挥着重要的整体调节作用，类似于现代医学的

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等部分

功能的集合。邢冬梅［１４］分析认为肝的疏泄功能与

机体总体的正常运转密不可分，不论从养生角度还

是从治疗疾病的角度，都应考虑适时调节肝之疏泄

功能，使肝气畅达，气机和顺以达到延年益寿，病体

早愈的最终目的。高亮等［１５］指出肝失疏泄在脾胃

病发生、发展、以及治疗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薛

晓琳等则从中医肝藏血主疏泄功能失常角度对肝硬

化的发生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通过对近２０
年医学文献中肝硬化的中医证候分布特点及治疗所

用中药归经情况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肝硬化的发

生机制与肝藏血主疏泄功能失常之间的关联。韦昱

等［１６］则从理论探讨、实验研究、临床研究３个角度，
对２０００年至今中医藏象理论中有关肝主疏泄相关
生理功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并提炼、分析了现

有生理研究的初步成果与不足之处。可见，近几年

有关中医肝主疏泄理论的研究正在不断的全面和深

化中。

以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肝主疏泄”研

究不断取得进展，但同时仍然存在着许多急需挖掘、

整理与发展的领域。１）从研究单位分布来看，很多
中医院校、医院和科研机构还没有广泛或深入进行

该主题的研究。２）从论文类别来看，侧重临床运用
的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的研究不足，基础实验的研究

不足；学科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还应加强，研究方法需

要改进。３）从高频关键词来看，研究的从肝论治的
疾病种类和使用的方剂还是很有限的，应该扩大研

究范围，挖掘出更多的从肝论治的更多的病证及有

效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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