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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深入了解３种药用甘草相关研究的全球状况和前沿动态，客观反映相关研究国家、机构和个人在该研究方

面的科学能力和影响力。方法：选取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源，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分析软件，对１９９２—

２０１８年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共检索文献２０９２篇，对于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医学和理学方面，具体学科为药理学／药剂学（３０３１％）、化学（２４４５％）、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１６１６％）；以高频关键

词进行共词分析，得到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热点。结论：研究分为２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３）主要是对甘草根中黄

酮类和酚类化合物进行研究，第二阶段（２００４至今）集中在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主要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与基因的表达

等方面，目前仍处于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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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草作为一种植物膳食补充剂，广泛应用于医
药、食品、化妆品等行业［１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甘

草具有抗氧化、抗炎、抗病毒、解痉、抗癌、抗过敏、抗

溃疡、抗糖尿病等多种活性［５８］。美国、韩国、日本等

国家药典规定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光果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为其基源植物，我国药典增加胀
果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ｆｌａｔａ）作为其基源植物之一［９］。

同时，３种药用甘草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东
北等地区，同时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

斯、意大利、土耳其等中亚和欧洲地区也有广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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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１０１１］。在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化地区，

甘草由于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生长期较长、

地面覆盖率高等特性，通过覆盖土壤表面、分解风

力，以及阻挡输沙等途径起到对风蚀地表的保护作

用，成为我国进行盐碱地改良和防风固沙的重要植

物［１２１４］。由于其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和生态价

值［１５］，因此一直以来，对于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
受到普遍的重视。

文献计量分析（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是一种分析某一
学科或领域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的常规方法，目前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很多科学研究领域［１６１７］。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一种应用于科学文献中识别并显示科学
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软件，主要基于“共现聚类”

思想，首先对科学文献中的信息单元（包括文献层面

上的参考文献，主题层面上的关键词、主题词、学科、

领域分类等，主体层面上的作者、机构、国家、期刊

等）进行提取，然后根据信息单元间的联系类型和强

度进行重构，形成不同意义的网络结构，网络中的节

点代表文献信息单元，连线代表节点间的联系（共

现），最后通过对节点、连线及网络结构进行测度、统

计分析（聚类、突现词检测等）和可视化，发现特定

学科和领域知识结构的隐含模式和规律［２０］。我们

基于现有的文献资料，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３种药用甘
草的文献资料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分析和总结相关

进展和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助于初学者全面快速地

掌握该领域的研究背景和现状，亦有助于专业研究

人员依据发展趋势选择相关研究热点开展下一步的

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选取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
数据库为数据源，检索时间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数据检
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
１２　检索策略　因为药材甘草有３种基源植物，因
此选取３种基源植物的拉丁名（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Ｆｉｓｃｈ、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Ｌ、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ｆｌａｔａＢａｔａｌ
ｉｎ）与药材甘草的英文名“ｌｉｃｏｒｉｃｅ”为检索词，采用基
本检索式，尽量涵盖相关研究的文献。

１３　纳入标准　入选的文献为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所有与３种药用甘草有关的文
献，研究对象包括３种药用甘草的植物与甘草药材，
文献类型包括实验性论著、综述、调查报告。

１４　排除标准　文献不包括传统中医方剂相关的
经验交流及病例报告。

１５　数据的规范与数据库的建立

１５１　数据库的建立　分别以“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
ｓｉｓＦｉｓｃｈ”“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Ｌ”“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ｆｌａｔａ
Ｂａｔａｌｉｎ”为主题词检索到文献１７０、２４５、９篇，以检索
式 Ｔ＝（ｌｉｃｏｒｉｃｅＯＲ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
ＯＲ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Ｌ ＯＲ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ｆｌａｔａ
Ｂａｔａｌｉｎ）共检索文献２０９２篇。将相关数据从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以“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１ｔｘｔ”
格式导出，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自带的数据转化模块，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１ｔｘｔ”格式数据文献进行逐一转化。
１５２　数据库的规范　１）将转化的文献进行数据
完整性核对，剔除重复和数据不完整的文献。２）将
完整的数据文献按照纳入、排除标准进行筛选。３）
采用随机法对文献进行核实，依据分析结果，对高频

引用文献进行精读。

１６　数据分析　利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
数据库自带的文献分析模块与“文献计量分析平

台”对文献产出时间、作者、国家、机构、期刊、学科等

方面进行分析。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信息可视化软件构建３种
药用甘草研究学科分布、高频数被论文和研究热点

趋势的知识图谱，研究前沿的析出方法采用“共引

（现）词（ｋｅｙｗｏｒｄ）＋突变关键词”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年度发文量变化趋势　关于３种药用甘草的
研究，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全球在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数据库的发文量为２０９２篇，以
ＷＯＳ的发文现状代表国际高水平的研究态势，以不
同的检索方式检索到的年度发文量及趋势如图１所
示。国际上对３种药用甘草研究论文的数量整体呈
上升态势，其中，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年度论文数量均相
对较少，维持在６篇以下，可称之为第一阶段—萌芽
期；此后，２００４年的发文量出现一个突然增加的现
象，跃升到６６篇，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均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这段时间又分为２个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这６年
为第二阶段—快速增长期，年度发文量由２００４年的
６６篇持续跃升至 ２００９年的 １５０篇，增长率为
２２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为第三阶段—缓慢增长期，年
度发文量逐渐增长至２００篇以上，２０１４年的年度发
文量达最高峰为２１２篇。

甘草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中草药，《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规定其基源植物为甘草、光果甘草、胀果

甘草，其中甘草的干燥根与根茎为药材的主流产品。

从发文量方面比较，以“Ｌｉｃｏｒｉｃｅ”为主题搜索到的文
献量远远高于以“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Ｇｌｙ
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Ｌ”“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ｆｌａｔａＢａｔａｌｉ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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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文献量，且变化趋势与总发文量的年度变化趋

势相近，说明对于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
药材 “甘草”的研究，单独对于植物 “甘草”“光

果甘草”“胀果甘草”研究占少部分，占总发文量

的２８３９％。关于植物 “甘草”的国际发文量为

１７０篇，２００４年之前仅有１篇文章，２００４年之后年
度发文量呈缓慢上升趋势，年均发文量为 １２篇；
关于植物 “光果甘草”的国际总发文量为２４５篇，
２００８年之前的年度发文量均在１０篇以下，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年度发文量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上升，
年均发文量上升至２１篇，原因可能与中亚等国家
大量出口光果甘草有关。胀果甘草的国际发文量为

９篇，说明对于胀果甘草的研究较少，这可能与美
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并未将胀果甘

草作为药材甘草的基源植物有关，同时胀果甘草分

布地域狭窄 （主要分布于新疆南部地区）也是其

研究较少的原因之一。

２２　国家及其合作关系　论文被 ＳＣＩ收录的数量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某一研究领域的科研

实力和影响力，３种药用甘草的相关论文发表总量
前１０位的国家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国（７７８篇）、美
国（２８１篇）、韩国（２３９篇）、日本（２１９篇）、印度
（１０３篇）、伊朗（８７篇）、德国（６９篇）、意大利（６２
篇）、土耳其（５１篇）、英国（３５篇）。其中，中国的发

文量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国 家，占 ３７０９％，美 国
（１３４３％）、韩国（１１４２％）、日本（１０４７％）分别位
列第２、第３、第４位，占总发文量的７２４２％。

从发文量来看（图 ２），在萌芽期阶段（１９９２—
２００３），主要是以日本的研究成果为主，发文量为２９
篇，占萌芽期发文量（３６篇）的８０％，且第１篇文章
为东邦大学的日本学者在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发表的“Ｎｅｗｐｒｅｎｙｆｌａｖｏｎｅｓａｎｄｄｉｂｅｎｚｏ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ｆｒｏｍ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ｆｌａｔａ”［２１］；进入快速增长期后（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各国发文量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主要以中
国、美国、韩国、日本为主，且中国已具有微弱优势；

２００９年之后，中国呈现后来居上的态势，发文量已
具有极显著的优势，美国和韩国次之，日本紧随其

后。中国对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与国际趋势划分基
本吻合，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间的发文量仅为４篇，第１篇
文章是１９９４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发
表题为ＡｎａｃｙｌａｔｅｄｆｌａｖｏｎｅＣ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ｆｒｏｍ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
ｚａｅｕｒｙｃａｒｐａ论文［２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的发文量为
９５篇，年均发文量为１９篇，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的发文量
为６５１篇，年均发文量为７２篇，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年
度发文量已经增长至１００篇以上，且仍处于持续增
长中，说明国际对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的热度受中
国影响较大，以发文量来看，２００９年之后的研究成
果中，中国的贡献最大。

图１　３种药用甘草研究的发文量年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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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种药用甘草论文发表量居前１０位的国家年发文趋势

　　国际合作论文是评价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指标之
一。在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论文发表方面，各个国
家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合作，这也反映了在此研究方

面的国际合作水平。总体来看（图３），中国的合作
贡献最大，合作国家总数最多，与美国、日本的合作

关系最强。美国排名第２位，与中国和韩国合作密
切，所有合作关系中，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最为密切，

美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密切程度次之。

图３　３种药用甘草论文发表国家间合作的网络关系

　　图３中国际间合作排名前十的国家：ＣＨＩＮＡ中
国；ＵＳＡ美国；ＪＡＰＡＮ日本；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韩国；ＩＴ
ＡＬＹ意大利；ＵＫ英国；ＭＡＬＡＹＳＩＡ马来西亚；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澳大利亚；ＦＲＡＮＣＥ法国；ＧＥＲＭＡＮＹ德国。

表１　发文量前１０位的研究机构统计

机构名称

文章

总数

（篇）

总被引

用数

（次）

平均被

引用数

（次）

一作

总数

（次）

一作被

引次数

（次）

一作平均

被引

（次）

翰林大学 ８７ ７５５ ８６８ ３８ ２８１ ７３９
赫尔辛基大学 ８４ ３４３ ４０８ ２２ ９２ ４１８
中国科学院 ８３ ３３７ ４０６ ３１ １２７ ４１０
首尔大学 ８１ ４１６ ５１４ ２２ １１３ ５１４

伊利诺伊大学 ６２ ２０８ ３３５ ４０ １４３ ３５８
北京大学 ５８ ３６８ ６３４ ４０ ３３０ ８２５

中国医药大学 ５３ １６１ ３０４ １５ ４２ ２８０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４６ ８７ １８９ ２６ ５２ ２００
中国药科大学 ４６ ２３１ ５０２ ２３ １３１ ５７０
庆北大学 ３９ １５９ ４０８ １６ ５０ ３１３

２３　机构、作者及其合作关系　发文量前１０位的
机构中国有５个，韩国有３个，美国有２个（表１）。
排名前４的研究机构分别是翰林大学、赫尔辛基大
学、中国科学院、首尔大学，文章总数均在８０篇以
上，翰林大学以８７篇的数量居首。总被引用次数方
面，翰林大学依然以７５５列于第１位，首尔大学排名
第２位，北京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分列
第３、第４和第５位。在一作总数和一作被引次数
方面，北京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作总数并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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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发文量前１０位的作者统计

作者
文章总数

（篇）

总被引用数

（次）

平均被引用数

（次）

一作总数

（个）

一作被引次数

（次）

一作平均被引数

（次）

通信作者数

（次）

通信文章被引

次数（次）

Ｌｉｍ，ＳＳ ４２ ３５７ ８５０ ２ １ ０５０ ２ ２７
Ｙｅ，Ｍ ３８ ３２０ ８４２ ０ ０ ０００ ２３ ２８５
Ｐａｒｋ，ＪＨＹ ３２ ３１５ ９８４ １ ０ ０００ １２ １４３
Ｌｉ，Ｊ ３２ ７５ ２３４ ８ １８ ２２５ ２ ９
Ｑｉａｏ，Ｘ ２９ １４８ ５１０ ７ ５５ ７８６ ０ ０
Ｗａｎｇ，Ｑ ２５ １１９ ４７６ ６ １８ ３００ ２ ０
Ｊｉ，Ｓ ２１ １０５ ５００ ５ ３２ ６４０ ０ ０

Ｒａｉｋｋｏｎｅｎ，Ｋ ２１ ９４ ４４８ ７ ７１ １０１４ １６ ８２
Ｐｅｓｏｎｅｎ，ＡＫ ２１ ９２ ４３８ ５ １０ ２００ ２ ７
Ｓｉｍｍｌｅｒ，Ｃ ２１ ８０ ３８１ １１ ４６ ４１８ ４ ３６

１位，翰林大学位于第３位，一作被引次数北京大学
以３３０高居榜首，翰林大学次之。说明以上机构在
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方面均具有很高的权威地位，
尤其是翰林大学。

　　发文量前 １０位的作者中国有 ５位，韩国有 ２
位，英国有２位，美国有１位（表２），分别为来自韩
国的ＬｉｍＳＳ、ＰａｒｋＪＨＹ，来自中国的ＹｅＭ、ＬｉＪ、Ｑｉａｏ
Ｘ、ＷａｎｇＱ、ＪｉＳ，来自美国的ＳｉｍｍｌｅｒＣ，来自英国的
ＲａｉｋｋｏｎｅｎＫ和ＰｅｓｏｎｅｎＡＫ。文章总数与文章总被
引数的排名相同，ＬｉｍＳＳ均为榜首，ＹｅＭ和 Ｐａｒｋ
ＪＨＹ分列第２位和第３位；ＳｉｍｍｌｅｒＣ的一作总数最
多，但被引次数仅为 ４６次，ＲａｉｋｋｏｎｅｎＫ和 ＱｉａｏＸ
的一作总数并列第３位，一作被引次数分列第１０位
和第１７位；通信作者数ＹｅＭ以２３篇位列第１位，
ＲａｉｋｋｏｎｅｎＫ与 ＰａｒｋＪＨＹ分列第２和第３位，通信
作者被引数 ＹｅＭ以２８５次高居榜首，ＰａｒｋＪＨＹ位
于第３位。ＹｅＭ和 ＰａｒｋＪＨＹ的一作文章很少，但
通信作者文章很多，同时被引用频数也很高，说明

ＹｅＭ和ＰａｒｋＪＨＹ为论文思路构建的重要贡献者，
对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ＬｉｍＳＳ
的文章总数很多，但一作和通信作者都仅有２篇，说
明其参与了很多研究的相关工作。ＲａｉｋｋｏｎｅｎＫ的
一作和通信作者文章都相对较多，说明其是论文完

成和思路构建能力很强的的科研工作者。综合以

上，可以看出以上多位研究工作者为３种药用甘草
的研究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一个研究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的国家、机构、个

人进行整体的了解，将有利于科研工作者（尤其是

刚进入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开展资料收集与学

习。从图３可以同时看出在３种药用甘草研究方面
有突出贡献的国家、机构和作者，例如贡献最大的是

中国，与美国和日本有较为密切的合作，代表性作者

和机构为以ＹｅＭ为代表的北京大学，ＷａｎｇＱ为代

表的中国科学院，ＷａｎｇＷＱ为代表的北京中医药大
学等。同样做出重大贡献的是美国和韩国，代表性

作者和机构为以 Ｓｉｍｍｌｅｒ，Ｃ为代表的伊利诺伊大
学，以ＰａｒｋＪＨＹ为代表的翰林大学。图４中展现的
关键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联度与上文分析结果相

同。

２４　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最能反映某一学科领域
的学术水平，其信息量大，利用率高，权威性受到了

普遍重视。对刊载相关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可确定该领域的核心期刊，有助于研究

人员选择重点期刊进行文献查阅和研究成果的发

表。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刊载发文量排名第１位的
是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刊登相关研究的文
献最多，为６０篇，占全部发文量的７９７％；ＡＭｅｄｉｃａ
期刊发文量为４４篇，排名第２位，占全部发文量的
６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期刊
发文量排名第３位；但从总被引用次数来看 Ｐｈｙｔ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期刊以绝对优势（４４９次）占据榜
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排名第２
位；平均被引次数排名第１位的是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ｏｘｉ
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期刊（未出现在表３中），其
刊载文章总数仅为 ２篇，总被引用次数为 ９６次，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为１２１４，
排名３１位。总体来看，以上期刊均在３种药用甘草
的相关研究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总被引排名第１位，平均被引排名３１位，文
章总数排名第４位，说明其在３种药用甘草的相关
研究领域中有着核心的地位。

２５　学科分布　数据导入到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运行，经
过８５次迭代后，分析得到８２个节点（ｎｏｄｅｓ）１０４条
连线（ｌｉｎｋｓ），其中药理学／药剂学占据首位，其次为
化学学科，而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占据第３位（图
５），前３位的发文量为１３４３篇，占总发文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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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３种药用甘草研究的主要国家、机构及作者分布
　　注：ＣＨＩＮＡ中国，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北京大学，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中国科学院，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天津大学，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Ｓｃｉ中国医学科学院，

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Ｕｎｉｖ中国药科大学，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南京中医药大学；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北京中医药大学；ＵＳＡ美国，ＵｎｉｖＩｌｌｉ

ｎｏｉｓ伊利诺伊大学；ＪＡＰＡＮ日本，ＴｏｈｏＵｎｉｖ东邦大学；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韩国，ＨａｌｌｙｍＵｎｉｖ翰林大学，ＳｅｏｕｌＮａｔｉＵｎｉｖ首尔国立大学，ＫｙｕｎｇＰｏｏｋ

ＮａｔｉＵｎｉｖ庆北国立大学；ＩＴＡＬＹ意大利；ＥＮＧＬＡＮＤ英国；ＭＡＬＡＹＳＩＡ马来西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澳大利亚；ＦＲＡＮＣＥ法国；ＧＥＲＭＡＮＹ德国

７０９２％，说明对于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主要其中在
这３个学科，尤其是药理学／药剂学，占总发文量的
１／３。在排名前１０位的学科中，从类别来看，涉及理
学、医学、农学和工学类；从排名前１０位的学科占比
来看，医学类和理学各占４０％左右，农学和工学各
占１０％左右。见表４。

图５中排名前１０的学科分布分别：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

ｇｙ＆Ｐｈａｒｍａｃｙ药理学／药剂学；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化学；Ｂｉ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食品科
学技术；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植物
科学；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细胞生物学；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农业；Ｏｎ
ｃｏｌｏｇｙ肿瘤学；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毒理学。
２６　高频数被引用文章　文献的被引用次数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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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同行科研工作者对

其科研成果认同的反映。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特有的文
献共被引分析功能依据前沿热点的交互关系和演进

路径原理，主要反映某个研究领域的文献被引概况

和学术共同体。经过２６９次迭代后，分析得到２４２
个节点，３１１条连线（图 ６），其中被引用频数最多
（表５）的是由ＡＳＬＭＮ等［１］在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ｓｐａｎｄｉｔｓ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对甘草
及其生物活性化合物的药理作用进行了综述，但近

年来的被引用频数减少；其次是 ＺＨＡＮＧＱＹ等［２３］

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发表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ａｎＣａｏ（ｌｉｃｏ
ｒｉｃｅ），其综述了２０００年以来甘草及其制剂的化学分
析研究进展，近年来的引用频数依然很高。对于３
种药用甘草的研究，被引用频数最多的文章（分别

为１３４和９５次）是２篇综述性文章，分别对甘草及
其生物活性化合物的药理作用和化学分析方法进行

了综述，说明其学术价值非常高，但其发表时间分别

为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距离２０１８年已经将近１０年，
对于３种药用甘草药理作用的研究已经更加深入，
分析检测技术也更加先进，其时效性有待商榷。

表３　刊载发文量前１０位的期刊统计

期刊

文章

总数

（篇）

总被

引次数

（次）

平均被

引次数

（次）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６０ ２０７ ３４５
ＡＭＥＤＩＣＡ ４４ １２９ ２９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４３ ３８１ ８８６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７ ４４９ １２１４
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８ ７１ ２５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７ ２５１ ９３０
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６ １６４ ６３１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４ １８８ ７８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ＢＩ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２ １４７ ６６８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２ ４０ １８２

表４　３种药用甘草研究排名前１０位的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领域 发文量（篇） 百分比（％） 学科类别

药理学／药剂学 ５７４ ３０３１ 医学

化学 ４６３ ２４４５ 理学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３０６ １６１６ 理学

食品科学技术 ２１１ １１１４ 工学

植物科学 １８８ ９９３ 理学

综合补充医学 １３９ ７３４ 医学

细胞生物学 ８５ ４４９ 理学

农业 ８３ ４３８ 农学

肿瘤学 ７４ ３９１ 医学

毒理学 ７３ ３８５ 医学

图５　３种药用甘草研究文献的主要学科分布

表５　３种药用甘草研究被引用频数排名前１０位的论文

序号 年份 作者 期刊来源
频数

（次）

１ ２００８ ＡＳＬＭＮ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４
２ ２００９ ＺＨＡＮＧＱ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 ９５
３ ２００３ ＣＩＮＡＴＬＪ ＬＡＮＣＥＴ ６９
４ ２００５ ＦＩＯＲＥ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６２
５ ２００６ＩＳＢＲＵＣＫＥＲＲＡ ＲＥＧＵ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ＰＨＡＲＭ ６１
６ ２００２ ＦＵＫＡＩＴ 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５
７ ２００８ ＦＩＯＲＥＣ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４
８ ２０００ ＳＨＩＢＡＴＡＳ ＹＡＫＵＧＡＫＵＺＡＳＳＨＩ ４４
９ 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Ｙ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Ｂ ３８
１０ ２００７ ＣＨＩＮＹ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ＦＯＯＤＣＨＥＭ ３７

图６　３种药用甘草研究高频数被引用论文的分布情况

２７　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关键词直接体现了文
章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内容，通过分析该研究领域的

主要方向和热点内容有助于了解其前沿趋势。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提供的关键词时区视图与突变词可以更为
直观的表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经过

５２４次迭代，得到２９４个节点，９９８条连线（图７），其
中频数较高的关键词有 ｌｉｃｏｒｉｃｅ（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ｉｎ
（甘草甜素）、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黄酮）、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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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甘草）、ｉｎｖｉｔｒｏ（体外）、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组分）、ｇｌｙｃｙｒ
ｒｈｉｚｉｃａｃｉｄ（甘草酸）、ｃｅｌｌ（细胞）、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表达）、
ａｃｉｄ（酸）、ｅｘｔｒａｃｔ（提取）、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细胞凋亡）、ｒｏｏｔ
（根）、ｌｉｃｏｒｉｃｅｒｏｏｔ（甘草根）、ｒａｔ／ｍｉｃｅ（鼠）、ｉｎｈｉｂｉ
ｔｉｏｎ（抑制）、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甘草植物）、ｇｌｙｃｙｒ
ｒｈｅｔｉｎｉｃａｃｉｄ（甘草次酸）、ｉｓｏ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ｇｅｎｉｎ（异甘草
素）。说明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的热点和演变主要
表现在药材及其药用部位、化学单体的提取、活性成

分的药理及其分子机制研究等方面。

图７　３种药用甘草关键词时区分布
　　注：ｌｉｃｏｒｉｃｅ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ｉｎ甘草甜素；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黄酮；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ｇｌａｂｒａ光果甘草；ｉｎｖｉｔｒｏ体外；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组分；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ｉｃａｃｉｄ甘草

酸；ｃｅｌｌ细胞；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表达；ａｃｉｄ酸；ｅｘｔｒａｃｔ提取；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细胞凋亡；

ｒｏｏｔ根；ｌｉｃｏｒｉｃｅｒｏｏｔ甘草根；ｒａｔ／ｍｉｃｅ鼠；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抑制；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

ｌｅｎｓｉｓ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ｅｔｉｎｉｃａｃｉｄ甘草次酸；ｉｓｏ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ｇｅｎｉｎ异甘草素

图８　３种药用甘草突增关键词
　　注：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豆科植物；ｒｏｏｔ根；ｌｉｃｏｒｉｃｅｒｏｏｔ甘草根；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黄酮；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酚类成分；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低密度脂
蛋白；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一氧化氮；ｌｉｐｉ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脂质氧化；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衍生；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复制；ｆｏｏｄ食物；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前列腺癌；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肿瘤坏死因子；ｐｌａｎｔ植物；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ｏｎ纯化；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
ｓｉｓｆｉｓｈ甘草；ｆａｂａｃｅａｅ豆科；ｇｅｎｅ基因；ｈｅｒｂ草药；ｐｒｏｔｅｉｎ蛋白质

　　在发文量的萌芽期（１９９２—２００３），主要是以药
材甘草、植物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与光果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为研究对象，对其药用部位根及
其组分（主要针对黄酮类化合物）进行研究，从突变

词（图８）可以看出主要是从甘草根中的黄酮类和酚
类成分开展研究；进入快速增长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后，涌现出一组关键词，主要针对其主要化学成分

（如甘草酸、甘草次酸、异甘草素等）的提取、活性成

分在抗氧化、抑制细胞凋亡等药理作用等方面，２００８
年开始对于其植物基因、细胞信号通路等方面的研

究也进入热点研究内容；进入缓慢增长期（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后，从图７中可以看出，其研究属于快速增长
期研究热点的延续，说明２００４年至今，对于３种药
用甘草的研究依然处于同一阶段，但出现了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质谱）、ｃａｎｃｅｒ（癌症）、ｔｏｘｉｃｉｔｙ（毒性）等
新兴关键词。说明随着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的飞速发

展，３种药用甘草的更多潜在属性正在被逐一挖掘。
３　讨论

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间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论文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文量整体呈上升态势，具体分

为３个阶段：萌芽期（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快速增长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缓慢增长期（２０１０至今）。萌芽期贡
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进入增长期后，贡献较大和国

际间合作较多的国家为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其

中，中国的贡献最大、国际间合作最多，可见主要是

以甘草作为药物进行疾病治疗的几个国家开展相关

研究。翰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为做出重

要贡献的机构，ＹｅＭ、ＰａｒｋＪＨＹ等为作出突出贡献
的科研工作者。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在 ３种药用
甘草相关研究领域论文中总被引、平均被引、文章总

数等方面具有核心优势，为该领域最为重要的核心

期刊。对于３种药用甘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和
理学方面，具体学科为药理学／药剂学、化学、生物化
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态势分为２个阶段，第一
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３）主要是对甘草根中黄酮类和酚
类化合物进行研究，第二阶段（２００４至今）集中在化
学成分的提取分离、主要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与基

因的表达等方面［２３２４］，目前仍处于第二阶段，并会

持续一定的热度。

该领域研究起步晚，且发展节点鲜明，２００４年
为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其发文量、高频关键词量、突

变词量均以２００４年为爆发点，综合国内外现状，可
能与中国国内２０００年遭遇的甘草资源危机、甘草需
求量持续增长有关，而日本和韩国主要依靠我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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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甘草，也受到资源危机的影响，因此迫使中国、韩

国、日本等国家加大对甘草的相关研究，也使其研究

热度呈现持续的上升态势。中国对３种药用甘草研
究的国内文献资料很丰富，以“甘草”为关键词，在

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共搜索到３０９２篇文献，但
ＣＮＫＩ数据库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数据库的数据不
匹配，使得无法做出科学合理的比较，这也是本文论

述的不足之处，后续研究将在中文数据库数据分析

方面进行补充。因此不可否认，我国科研工作者对

３种药用甘草相关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２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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