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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检索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数据库近２０年来外来药物辣木叶的相关英文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其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并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４５Ｒ１）软件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处理，总结其发表文献量年度变化趋势、期刊载文
量及引文量、高频关键词、文献作者、研究机构影响力、全球研究热点分布及发展趋势等。在此基础上对辣木叶的药用功

效进行简要概括与总结，以国际化的视角阐明全球辣木叶的研究进展情况及研究趋势，进一步研究其保健、药用价值。充

分利用世界天然药物的研究成果，发挥中医药的优良传统将外来药物引入中药，为辣木叶的深入研究与开发提供更广阔

的思路及科学依据，为外来药物辣木叶“中药化”提供文献研究基础，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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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木（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ａｍ）为原产于印度北部
的多年生热带落叶乔木，又称作洋椿树、鼓槌树，因

口尝其根部有辛辣之味而得名［１］。辣木科只有１个
辣木属，目前全球已经发现１４个种，有Ｍ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
Ｍｔｅｎｏｐｅｔａｌａ、Ｍｏｌｅｉｆｅｒａ和Ｍ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４个种被成功
驯化栽培。辣木起源于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南

麓，现在非洲、阿拉伯半岛、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加

勒比诸岛和南美洲都有种植［２］。辣木浑身都是宝，

在印度传统医学中是药食两用的植物。食用方面，

鲜叶和嫩果荚可以作为蔬菜，含有较高含量的钾、

钙、铁、锌、氨基酸、维生素以及高不饱和脂肪酸、蛋

白质和甾醇等，被作为高营养蔬菜开发利用［３］。辣

木嫩叶类似菠菜，可以做凉拌菜、蔬菜咖喱汤、沙拉

或腌制品的原料。嫩果荚的加工和食用方法类似青

豌豆，马来西亚人食用其种子，将其当作如同花生一

样产品食用。辣木花可单独炒吃，也可干制后与其

他食物混合食用。辣木粗壮的根则可替代山葵根作

调味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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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热带地区常年高温多雨，当地人生活在此

环境下容易诱发多种温热病，根据经验人们选择食

用辣木叶来治疗疟疾、伤寒、寄生疾病、精神焦虑、咽

喉肿痛、心血管疾病、风湿性关节炎、皮肤疾病、泌尿

道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５１０］。由于辣木叶片产

量较大易采集，营养丰富而全面，大量研究表明辣木

叶具有很好的功能活性，长期食用可通便、利尿、改

善睡眠、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延缓衰老、预防疾

病［１１］，因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我国卫生部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２日批准辣木叶
为新资源食品［１２］。我们通过检索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数据库发现，人们对辣木的根、种子、花和叶
均有所研究，均具有增进营养和食疗保健功能，随着

研究的深入，应用的广泛，辣木叶逐渐成为研究的重

点，且其研究文献呈逐年递增趋势。检索并整理近

２０年来对辣木叶的研究文献发现，对辣木叶的主要
化学成分研究较多，富含维生素，类胡萝卜素，多酚，

酚酸，类黄酮，生物碱，硫代葡萄糖苷，异硫氰酸酯，

鞣酸和皂苷等［１３１５］。其药理作用及生物活性包括抗

氧化、抗炎、调节免疫力、降血糖、降血脂、保护肝肾

功能和抗肿瘤等［３４，７９］。

辣木叶目前在我国的应用虽然是以新资源食品

为开端，但是按照法规可以挖掘药理作用开发保健

食品，同时根据文献整理运用中医药理论对其赋予

中药药性，使辣木叶可以和中药配伍，充分发挥多方

面的功效。因而本文旨在对辣木叶进行文献研究分

析，为其在我国的开发应用奠定文献基础，是促进辣

木叶在我国更好发挥药用价值进一步“本土化”的

开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数据库为数
据来源进行专业检索，检索文献发表时间为１９９８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
１２　检索策略　检索式为（主题 ＝“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
ｅｒａＬａｅｆ”）ｏｒ（主题 ＝“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ｅａｖｅｓ”），检
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检索文件共计４９８篇。
１３　纳入标准　以辣木叶的成分研究、生物活性研
究、安全性评价研究、临床研究以及食品、保健品研

究为主题的相关文献。

１４　排除标准　文中涉及辣木叶等词语但与辣木
叶研究内容无关的文献；重复文献，以最早发表为

准；文章信息不全的文献。

１５　数据的规范与数据库的建立
１５１　数据库的建立　根据检索式，检索到有关辣

木叶的文献共计 ４９８篇，根据排除标准，剔除 ３０２
篇，最终纳入分析的文献为１９６篇。将所得数据导
出，通过软件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３２０６９４１）建立个人
“辣木叶”数据库。

１５２　数据库的规范　以文献量年度变化、基金资
助、载文期刊、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全球研究热点分

布及主要研究内容为对象对数据库的纳入数据进行

规范处理。

１６　数据分析　依据纳入数据库的规范数据及分
类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４５Ｒ１进行相关
热点关键词等可视化处理［１６］。通过对文献所载期

刊进行载文量和引文量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相对

应期刊在辣木叶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有助于研究人

员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优先进行阅读和投稿。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量与年度变化趋势及分析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１０年间，总发表文章数９篇，年均发文量０９
篇；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５年间，总发表文章数５８篇，年
均发文量１１６篇，是前１０年的１２８９倍，呈直线上
升趋势；从 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７年 ３月，总发表文章数
１２９篇，年均发文量２５８篇，是前５年的２２２倍甚
至更多，占总文献数的 ６５８２％。对辣木叶的研究
逐渐受研究者们重视，发文数量及质量上均有所提

高。具体逐年发文量见表１，图１所示。
表１　年度发文量

年份发文（篇）占文献总量（％） 年份 发文（篇）占文献总量（％）

２０１７ ４ ２０４１ ２０１０ ８ ４０８２
２０１６ ３１ １５８１６ ２００９ ７ ３５７１
２０１５ ２５ １２７５５ ２００８ ６ ３０６１
２０１４ ４２ ２１４２９ ２００７ ３ １５３１
２０１３ ２７ １３７７６ ２００６ ４ ２０４１
２０１２ ２０ １０２０４ ２００５ １ ０５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７ ８６７３ １９９８ １ ０５１０

图１　年度发文量趋势

２２　期刊影响力———载文量与引文量统计分析　
　　１９６篇期刊文献分别刊登于１２４个期刊载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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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１０位的期刊，共计发表５２篇，占期刊文献总
量的２６５３％，主要为药食两用的药用植物、药理学
和生物化学类的期刊杂志。载文量排名前３的杂志
分别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ｉｏｌｏ
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和 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ｉｃａ，同
时对引文量排名前１０位的期刊进行统计，引文量排
名前３的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Ｆｏｏｄ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和Ａｆ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总被引次数分别为３７、３１和２９次。以上期刊在
天然药物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代表

性，是研究人员可参考并选择阅读和投稿的热门杂

志。从对期刊影响力的角度来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对辣木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药用植物的作用机

制、药物化学成分、生物活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挖

掘。具体统计结果见表２、表３。

表２　期刊载文量前１０名统计

期刊
文章

总数

总被引

次数

平均被

引次数

影响

因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 ７ １０ １４３ ０７５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６ ３７ ６１７ ３０５５

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ｉｃａ ６ ７ １１７ １９９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Ｆｏｏｄ ５ １１ ２２０ １８４４

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５ ６ １２０ ４０５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ｙｓｏｒｅ ５ ５ １００ １２４１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５ ５ １００ ０８７０
ＳｏｕｔｈＡｆ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 １ ０２０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 １９ ４７５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ｒｏ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 １２ ３００ ３４４９

表３　期刊引文量前１０名统计

期刊
文章

总数

总被引

次数

平均被引

次数

影响

因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６ ３７ ６１７ ３０５５
Ｆｏｏｄ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 ３１ １５５０ ３５８４
Ａｆ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 ２９ ９６７ －

Ｍｅ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２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０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 １９ ４７５ －
ＰｌａｎｔＦｏｏｄ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１ １９ １９００ ２２７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 １５ １５００ ２７８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ｒｏ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 １２ ３００ ３４４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Ｆｏｏｄ ５ １１ １１００ １８４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１ １１ ２２０ ４４１８

２３　高频关键词关联网络分析　根据分析近２０年
来（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所检索文献的高频关键词，依据
词频和关键词（出现频率前２０位）制作关键词频次
统计表。见表４。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制作可视化关
键词关联网图。见图２。可以看出目前对辣木叶的
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１）辣木叶相应物质基
础作用的研究，如抗氧化能力；２）辣木叶或其提取物
的化学成分研究，如类黄酮、总酚含量、生物碱等活

性成分的研究；３）辣木叶体内（如大鼠）、体外的实

验研究，主要为药理学作用机制方面；４）辣木叶质量
及毒性、安全性的研究等。

表４　关键词频次统计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９２ 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９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３０ Ｌｅａｖｅ ８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１８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６ Ｌｅａｆｅｘｔｒａｃｔ
１７ Ｐｌａｎｔ 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５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１５ Ｌａｍｌｅａｖｅ 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４ Ｒａｔ 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１２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 Ｌｉｐｉｄ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１０ Ｉｎｖｉｔｒｏ ３ Ｔｏ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图２　关键词关联网络

２４　文献作者分析　发文量位于前１０位的作者，
共计发表论文６９篇，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Ｍｕｃｈｅｎｊｅ
Ｖ，共计发表了１３篇文献；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来自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ｔＨａｒｅ（南非福特海尔大学）的
ＭｕｃｈｅｎｊｅＶ和 ＭａｓｉｋａＰＪ，被引总次数均为 ４６次。
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网络分析文章被引关系以及频
次发现，ＡｎｗａｒＦ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ｏｉｌｗｉｔｈ
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ｅａ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ａｍｂｉｅｎｔｓｔｏｒａｇｅ被引用
次数高达３８次。见表５，图３。
２５　研究机构影响力分析　文献的发表数量和被
引频次反映了一个机构的整体科研实力和学术影响

力，现将检索出的文献中署名的作者单位均纳入分

析，有２４７家研究机构在从事辣木叶的相关研究，统
计结果显示：发文量排名前１０的研究机构共发表相
关学术论文１１１篇，占总发表文献量的５６６３％，表
明这些机构对于辣木叶的研究具有领先的地位。其

中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ｔＨａｒｅ（南非福特海尔大学）、Ｍａ
ｈｉｄｏ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泰国马希隆大学）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农业大学）
分别发表２６篇、２２篇、１１篇文献，列于前３名，分析
其地理位置位于东南亚及南非地区，可能与辣木叶

的原产地及当地居民对其功效的认可度较高有关。

具体见表６，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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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发表文章前１０名统计

作者 文章总数 总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 一作总数 一作被引次数 一作平均被引次数 通信作者数 通信文章被引

ＭｕｃｈｅｎｊｅＶ １３ ４６ ３５４ ０ ０ ０００ ８ ８
ＭａｓｉｋａＰＪ １０ ４６ ４６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３８
ＧｒｉｔｓａｎａｐａｎＷ ７ １８ ２５７ ０ ０ ０００ ６ １２
ＮｋｕｋｗａｎａＴＴ ７ ５ ０７１ ５ ５ １００ ０ ０
ＶｏｎｇｓａｋＢ ７ １８ ２５７ ７ １８ ２５７ ０ ０
ＢａｓｒａＳＭＡ ５ １０ ２００ １ ３ ３００ １ ３
ＤｚａｍａＫ ５ 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ＨｏｆｆｍａｎＬＣ ５ 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ＭｏｙｏＢ ５ ４１ ８２０ ４ ３８ ９５０ ０ ０
ＳｉｔｈｉｓａｒｎＰ ５ １７ ３４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图３　文章引用关系及可视化

表６　研究机构发表文章前１０名统计表

机构 文章总数 总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 一作总数 一作被引次数 一作平均被引次数

ＵｎｉｖＦｔＨａｒｅ ２６ １１２ ４３１ １２ ４６ ３８３
ＭａｈｉｄｏｌＵｎｉｖ ２２ １０７ ４８６ ９ ３５ ３８９

ＵｎｉｖＡｇｒ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１１ １７ １５５ ４ ６ １５０
ＣａｉｒｏＵｎｉｖ ８ ４０ ５００ １ １１ １１００
ＵｎｉｖＭｉｌａｎ ８ ２８ ３５０ ２ ６ ３００

ＵｎｉｖＰｕｔｒａ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８ ２０ ２５０ ３ ６ ２００
ＵｎｉｖＩｂａｄａｎ ７ １８ ２５７ ４ ９ ２２５

ＣｈｕｌａｌｏｎｇｋｏｒｎＵｎｉｖ ７ ５ ０７１ ２ ２ １００
ＬａｄｏｋｅＡｋｉｎｔｏｌａＵｎｉｖＴｅｃｈｎｏｌ ７ １ ０１４ ２ １ ０５０

ＭａｎｉｐａｌＵｎｉｖ 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图４　前１０名研究机构发文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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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全球研究热点分布与科学合作分析可视化　
　　通过对各国发表辣木叶相关文献数量进行统计
分析并排序，罗列了文献排名前１０的研究国家。见
表７。并应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联合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软件实现文
献的地理可视化分析，建立了作者、机构以及国家地

区合作可视化视图。结果显示辣木叶的研究热点主

要集中在原产国印度及其周边国家东南亚地区，其

次是南非地区、欧洲各国，美国、中国、韩国、日本等

科研强国也均有涉及。中国目前对辣木叶的研究相

对较少，主要分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海南、湖

南以及台湾。如图４，呈现了全球以及中国、东南亚
和非洲、欧洲板块辣木叶的研究热点分布。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软件上观察中国板块，从地理位置直接
链接至文献出处查看更多详细信息发现：２０１７年天
津大学发表文章 Ｓｕｂ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
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ｅａｆ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
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６年上海、江苏、海南等机构联
合发表文章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ｉｇｈｔ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ｉ
ｓｏｍｅｒｓｉｎ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ａｍｌｅａｖｅｓｂｙｕｌｔｒａ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湖南农业大学
与巴基斯坦、阿拉伯、葡萄牙各大学合作发表文章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ｓ，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ｌｅ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ｓｅｖｅ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ｏｆ
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ａｍ，中国农业科学院发表文章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ｌｅａｆｉｎｌａｙｉｎｇｈｅｎｓ：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ｌａｙ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ｇ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ｌａｓｍａ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ｅｓ，２０１１年中国台湾
发表文章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Ｌｅａｆ，Ｓｔｅｍａｎｄ
Ｓｔａｌｋ）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ｓ（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分析上述文章内容发现，目前国内对辣木
叶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农业、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方

面的研究，而药理作用及其机制、临床研究等尚且处

于初步甚至空白阶段，这可能与辣木叶引入我国时

间较短、研究机构较少并且对辣木叶的认识不足

有关。

表７　国家分布及发表文献数量前１０名

国家
发文量

（篇）

占文献总量

（％）
国家

发文量

（篇）

占文献总量

（％）
印度 ４３ ２１９３９ 巴基斯坦 １４ ７１４３
南非 ２１ １０７１４ 美国 １２ ６１２２

尼日利亚 １７ ８６７３ 德国 ６ ３０６１
泰国 １７ ８６７３ 墨西哥 ６ ３０６１
埃及 １６ ８１６３ 中国 ６ ３０６１

图５　全球热点分布及可视化
　　注：Ａ：全球热点分布；Ｂ：中国热点分布；Ｃ：印度及周边国家热点
分布；Ｄ：欧洲各地区热点分布

３　讨论
我国自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盛唐时期

《海药本草》、明代时期的《本草纲目》直至清代的

《＜本草拾遗＞辑释》等均有外来中药的记载，表明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引入外来医药文化中优良天然药

物品种的传统，这极大的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在

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外

来优良药物引入我国为我所用。如何挖掘外来天然

药物新品种，国际前沿又有哪些研究成果，目前研究

热点及研究趋势如何，需要我们用现代信息计量学

对其进行文献统计分析，并运用可视化软件将其研

究热点直观呈现。因此，利用现代技术软件对辣木

叶的现有英文文献进行全面的分析，掌握并追踪辣

木叶的研究热点、研究动态以及特征规律，有利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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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针对性地开展后续科研工作。

我们通过对外来天然药物辣木叶收录于 ＷｏＳ
数据库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结合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对
文献相关信息的提取进行可视化分析，以视图的形

式直接呈现辣木叶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辣木叶研

究相关的发表文献量年度变化趋势、期刊载文量及

引文量、高频关键词、文献作者发表文献数量排

名、研究机构排名及影响力、全球研究热点分布及

发展趋势等，深度挖掘辣木叶药用研究趋势及进

展，为辣木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

依据。

统计结果显示，１９９８年出现第一篇关于辣木
叶的研究文献，第二篇出现在２００５年，随后辣木
叶的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年度发文

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上升，近５年的发文量占近
２０年的６５８２％，说明对辣木也的研究近几年已成
为热点。载文量最多的杂志是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载文共７篇，引文量最
多的杂志是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被引次数
共计３７次，研究领军人物为ＭｕｃｈｅｎｊｅＶ和Ｍａｓｉｋａ
ＰＪ，均来自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ｔＨａｒｅ（南非福特海尔
大学），同时南非福特海尔大学也是对辣木叶的研

究最深入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研究较深入的研

究机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南非地区，可能与辣木

叶原产地有关，当地人对辣木叶的认识更深入，对

其药用功效更认可。通过建立高频关键词关联网络

分析图，分析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如类

黄酮、酚类、生物碱、鞣质等，相应物质基础及药

理作用表现在抗氧化能力、降血糖、降血脂、抗

炎、抗肿瘤等，大多为大鼠和体外实验。如 Ｙａｓｓａ
等［１７］研究发现，辣木叶水提物能降低链脲佐菌素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的空腹血糖，逆转胰岛细胞的病

理损伤，增加谷胱甘肽的含量，降低丙二醛含量。

还有部分是对辣木叶毒性、安全性方面的研究。主

要研究地区集中分布于印度及其周边国家、欧洲各

国、南美洲等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等科研强国

对其同样也有所研究。

目前中国对辣木叶的研究仍停留在农业种植、

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２０１１年台湾发表
了第１篇文献，随着２０１２年辣木叶以新资源食品的
身份引入大陆后，研究者逐渐对其进行探索与研究，

至今已发表６篇文献收录于 ＷｏＳ数据库。目前国
内对辣木叶的研究尚不成熟，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方面研究较少甚至空白。查询药智网食品标准数据

库，国内目前有多家企业将其制成食品，如辣木叶

茶、辣木叶压片糖果、辣木叶酒、辣木叶果汁饮料等

３２种产品，并对其拟定企业标准。查询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库以及药智网国产保健食品库，

目前尚且没有辣木叶相关的保健食品。查询中国临

床试验数据库，目前有一项关于辣木叶的临床试验

正在进行中，题目名为：辣木叶水提物对肠道菌群和

血生化指标的影响，目的在于探讨辣木叶对人体肠

道功能的作用。关于辣木叶的临床试验研究正在逐

步开展。

我们对辣木叶收录于 ＷｏＳ数据库的相关英文
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旨在从国际化

的视角阐明目前全球辣木叶的研究进展情况及研究

趋势，并对辣木叶的药用功效进行简要概括与总结。

同时充分利用世界天然药物的研究成果，发挥中医

药的优良传统将外来药物引入中药，运用现代中药

药性理论的研究方法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对其中药

药性进行探讨，为将辣木叶“中药化”的深入研究与

开发提供科学依据及新思路，并且不断丰富中医药

理论，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从文献计量信息

中可提取到辣木的种植情况、地理分布，辣木叶的化

学成分、生物活性及药理作用等，这些信息均可成为

外来药物辣木叶“中药化”理论探讨的有效依据。

辣木有“生命之树”“植物中的钻石”的美誉，辣

木叶除了丰富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维生素，类

胡萝卜素，多酚，酚酸，类黄酮，生物碱，硫代葡萄糖

苷，异硫氰酸酯，鞣酸和皂苷等［１３１５］。目前，国内外

对辣木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功能食品的开发、饲

料［１８］、水的净化［１９］、化妆品原料［２０］及植物生长促进

剂和杀菌剂等方面。我们根据关键词检索以及文献

的筛选结果，总结辣木叶的药理作用主要为：降血

糖、降血脂、抗肿瘤、保肝、抗炎抑菌等多种作用，用

于治疗关节炎、肿胀、皮肤疾病、泌尿道疾病、高血

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疾病［３４，７９］。

中药的药性受到药物生长的温度、湿度、降水、

风、地形、土壤、微生物等因素的影响［２１］，如《汤液本

草》［２２］中提到：“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

阳上奉之。温凉寒热，四气是也，皆象于天。……辛

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皆象于地”。药物的四气、

五味受不同生长环境的影响，从而药性形成差异。

辣木原产于印度北部，适宜生长在热带及亚热带地

区，目前我国云南、广西等地均有引种。不同的生长

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物质基础———化学成分，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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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作用功效。在崇尚自然、返璞归真思潮的

影响下，各国竞相挖掘传统应用的天然植物并将这

些传统草药推向国际市场［２３］。在黄璐琦院士的带

领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云南省政府创立了云南

新资源开发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促进玛咖、辣木成

为中药新品种。针对云南已具种植、加工规模的玛

咖、辣木等外来引进品种和民族药材进行深入系统

研究和应用开发，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研发新

药、保健食品等系列产品。因而，我们应积极响应国

家发展中医药的号召，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追踪化

学、药理等基础研究动态，运用现代药性理论研究成

果及方法，开发其与中药配伍的保健食品，充分利用

其药用价值，在应用中总结规律，开发新的保健和药

用资源，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加强中医药的国际交

流，为我国的医疗保健作出贡献。

文献计量学是文献研究的方法之一，与传统文

献研究相比，文献剂量分析法是采用数理统计学方

法来定量描述、评价和预测学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的

图书情报学研究分支，具有显著的客观性、定量化、

模型化的宏观研究优势。我们依据文献计量和可视

化分析提取出的相关信息，并且对文献进行细致分

析与总结，运用现代中药药性研究方法，开拓创新，

将外来药物辣木叶“中药化”，对其中药药性进行理

论推导，但具体药性的论证仍需进一步的动物实验

和临床试验来完善与补充。外来药物被赋予明确的

中药药性并形成中医临床标准以指导应用，是外来

药物“中药化”的关键［２４］。赋予外来药物辣木叶中

药药性，为今后的临床配伍应用提供中医药理论支

撑，并且可拓宽应用人群范围，增强临床疗效，从而

扩充中药资源，建立完善的中药标准，加强中医药国

际交流，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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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度世界中医药十大新闻发布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
有限公司支持的《２０１８年度世界中医药十大新闻》由专家和
媒体评选产生。现予以发布。

１、习近平考察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指出要深入
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简介：１０月２２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广东珠海横
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该产业园是《粤澳合作

框架协议》下首个落地项目。习近平结合视频、沙盘和中医

药产品展示，了解横琴新区规划建设以及产业园建设运营、

中医药产业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情况。

２、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发布《罗马宣言》，确认“世
界中医药日”

简介：１１月１７日，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会暨“一带一
路”中医药文化周在意大利罗马开幕，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千名中医药行业代表与会。会议发布《罗马宣言》，将每年

的１０月１１日定为“世界中医药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新华社、人民网等多家境内外媒体跟踪报道。

３、世卫组织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有助于中医药融
入主流医学

简介：６月１８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国际疾病分类》第
１１版草案，首次将传统医学纳入分类系统。其中，关于传统
医学的章节专门提到了起源于中国古代，目前在中国、日本、

韩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应用的中医。传统医学在全球许多地

方应用，但相关内容常常没有被记录和报告。新版《国际疾

病分类》将传统医学纳入分类系统，有助于以标准化和可国

际比较的方式来对待传统医学。

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世卫组织签署关于传统医学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简介：１２月３日，应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国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率团抵达瑞士日内瓦，与世界卫生组

织副总干事索姆娅·斯瓦米娜珊举行工作会谈，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传

统医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内容涵盖标准规

范、临床指南、数据整合、资源利用、能力建设等诸多方面，有

助于提升中医药科学和文化及标准规范的国际影响力。

５、陈竺获２０１８年舍贝里奖，屠呦呦获改革先锋称号，中
医药获海内外肯定

简介：新华社斯德哥尔摩２月６日电，瑞典皇家科学院
日前宣布，将２０１８年舍贝里奖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法

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安娜·德尚，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于克

·德戴，表彰三位科学家“阐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

子机理并开创革命性疗法”。三位科学家开创出可以不用化

疗的新疗法，采用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实

施综合治疗，９０％的患者在接受此疗法后可被治愈。
６、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中医药有助于建立更加可持

续的世界

简介：１１月１７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若泽·
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在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指出，

中医药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因为它可使全球很多地

区对有机草药产品的需求出现增长，从而为家庭农业开辟一

个有吸引力的市场。

７、高水平国际会议在全球各地举办，促进中医药在更高
层面走向世界

简介：２０１８传统医药国际发展论坛（泰国）５月１０日在
曼谷举行，来自中国、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

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卫生部门官员、专家以及行业协会、

企业负责人出席。

８、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中英文版）发布
简介：９月１６日，《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中英

文版）》发布仪式在第五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开幕式上举

行。本套教材定位于培养符合临床需求的中医师，重点阐述

海外常见且中医药确有疗效的疾病防治内容，知识范围具有

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全面、系统、准确地向世界传播中

医药学。

９、“藏医药浴法”列入非遗名录
简介：１１月２８日，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１３届常会
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医药浴法相关项

目分别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藏医药浴法的列入，中国共有４０个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

１０、纪念李时珍诞辰５００周年系列活动在全球举办
简介：６月５日，纪念李时珍诞辰５００周年暨湖北省中医

药振兴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出

席大会并强调，纪念李时珍，要秉承他大医精诚的高尚医德、

躬亲实践的求知精神、继承发展的创新精神，进一步坚定文

化自信，发展振兴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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