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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探究近10年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研究现状和

发展趋势。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检索2004年至2024年间关于中医药干预脓毒血

症的研究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的年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

文献198篇，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研究机构地域上集中于广州、黑龙江、江西等地，广州中医药

大学发文量最高，机构之间形成了若干合作网络，主要为高等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合作为主；关键词聚类

结果显示研究热点集中在中医药治疗脓毒血症及相关疾病(如急性肾损伤、肺损伤)的机制研究，以及中

西医结合、活血化瘀等治疗方法的应用。结论：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研究

深度和广度上仍有待提高，未来研究应加强对中医药作用机制的探索，交叉学科的结合将成为热点研究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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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bibliometric methods and visual analysis tool CiteSpa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in the 
past 10 years. Methods CNKI database was used as the data source to search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epsis from 2004 to 2024.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Results A 
total of 198 articl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number of articles was on the rise. The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in Guangzhou, Heilongjiang, Jiangxi and other pla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papers, and sev-
eral cooperation networks have been formed between institutions, mainl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ir affiliated hospitals; the results of keyword clustering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focused on th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
ment of sepsis and 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acute kidney injury and lung injury),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other treatment method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ven-
tion of sepsi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but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research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
nism of a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
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will become a hot research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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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脓毒血症(Sepsis)是一种由感染引发的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是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1]。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每年约有 3000 万人罹患脓毒血症，其中约 600 万人因此

丧生[2]。脓毒血症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涉及炎症介质的过度释放、免疫功能紊乱、凝血功能异常等多

个方面。尽管现代医学在脓毒血症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由于脓毒血症的病因多样、病

情变化迅速，临床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药在治疗脓毒血症方面的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医药注重

整体调理，通过调整患者的体质和内在环境[3]，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其次，中医

药具有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机制[4]，能够同时干预多个病理环节，提高治疗的综合效果；再次，中医

药治疗方法多样，包括中药汤剂、针灸、推拿等多种手段，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

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在脓毒血症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研究通过现

代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手段，深入探讨了中药的作用机制，揭示了中药在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等

方面的多重效应。同时，一些临床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改善脓毒血症患者的生存率[5]、缩短住院时间[6]、
降低医疗费用[7]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尽管中医药在脓毒血症治疗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但其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中医药

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深入，许多中药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尚未完全明确；其次，中医药临床研究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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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和规范性有待提高，许多研究缺乏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不高；再次，

中医药与其他治疗方法的联合应用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的循证医学证据。 
为了全面了解近 10 年来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研究进展，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可视化分析

工具 CiteSpace，对 2014 年至 2024 年间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分析文献的年发文量、

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和突现词等，旨在揭示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相关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时间为 2004 年 1 月至 2024
年 9 月。在 CNKI 数据库中，使用篇关摘“脓毒血症”和“中医药”进行检索。 

2.2. 文献筛选 

根据以下标准筛选文献：1) 研究对象为脓毒血症患者；2) 干预措施为中医药；3) 研究类型包括基

础研究、临床研究和综述等；4) 排除简讯、新闻报道、报纸、科研成果等类型的文献。 

2.3. 数据整理 

将从 CNKI 筛选的相关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重新命名为 download01.txt 进行保存，通过

CiteSpace6.1.R3 可视化软件将 download01.txt 转换为软件可识别的数据格式 download01_converted，保存

于 output 文件夹，最后进行可视化分析，构建本研究的知识图谱。 

2.4. 数据分析 

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包括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关键词聚类分析等

以了解 2004 年 1 月至 2024 年 9 月该研究的热点、现状以及趋势等的变化。具体步骤包括：1) 数据清洗

与整理；2) 年发文量分析；3) 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分析；4)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5) 关键词聚类与突

现分析。 

3. 结果 

3.1. 年发文量分析 

通过 CNKI 共检索到 207 篇文献，根据筛选标准对文献进行纳入与排除，最终得到符合本研究的文献

198篇。2004年至 2024年的发文趋势(图 1)为波动中稳步上升。整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早期阶段(2004~2009)：
发文数量相对较少，最高值出现在 2009 年(13 篇)，最低值出现在 2005 年(1 篇)。中期增长期(2010~2018)：
发文数量开始稳步增加，尤其是从 2011 年开始明显增长，达到 24 篇。在此期间，2018 年达到了一个高

峰，共发表 32 篇文章。高峰期(2019~2021)：尽管 2019 年有所下降至 18 篇，但随后两年(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恢复并达到新高，分别为 24 篇和 50 篇。近期波动(2022~2024)：2022 年发文数量略有回落至 41
篇，然后在 2023 年进一步减少至 27 篇，2024 年继续保持在 24 篇。整体来看，从 2004 年到 2024 年，

发文数量呈现出先缓慢增长后快速上升的趋势，在 2021 年达到峰值后有所回落。特别是在 2011 年后，

发文数量显著增加，这可能反映了该领域研究兴趣的增长以及更多研究人员参与进来。最近几年虽然有

所波动，但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显示出该领域持续活跃的研究活动。相关文献的总参考数、总被

引数、总下载数、篇均参考数等指标(表 1)研究发现，这些文献之间相互引用频繁，并且被广泛阅读和引

用。每篇文献平均引用了接近 30 篇其他文献，显示了较高的学术交流程度。同时，每篇文献平均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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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 次，说明这些文献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力。高下载次数和较低的下载被引比可能反映了这些文

献的内容较为实用或重要，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 
 

 
Figure 1. Trend of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1.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发文趋势 

 
Table 1. Literature index analysis  
表 1. 文献指标分析 

文献数 总参考数 总被引数 总下载数 篇均参考数 篇均被引数 篇均下载数 下载被引用比 

198 5833 1001 53863 29.46 5.06 272.04 0.02 

3.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结合图 2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领域的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可视化图谱，总计节点数量(N)有 359 个，边

的数量(E)为 463 条，密度(Density)是 0.0072。涉及作者 359 人，其中 19 人发文量 ≥ 2 篇，见表 2，其中

发文量最多的为胡才宝(4 篇)、张召才(4 篇)、蔡国龙(4 篇)、杨敏春(4 篇)、许雅萍(4 篇)。形成了中医药

干预脓毒血症研究领域的团队(≥3 人) 49 个，以胡才宝为代表的研究团队通过临床观察发现不同中医证型

的脓毒症患者的 NO 及 ET-1 水平有所差异，进一步证实动态观察 NO、ET 可作为疾病辨证分型的依据

[8]。以张玉琴为代表的研究团队结合临床观察发现黄连解毒汤联合集束化等西药治疗脓毒症心肌损伤能

够降低心肌伤害，保护心肌，提高临床效果[9]。以杨敏春为代表的研究团队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脓毒症 vWf、
NO 的表达水平随着中医证型的变化而不同，动态观察 vWf、NO 可作为脓毒症辨证的参考指标[10]。根

据图 3 所示，近五年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研究者主要为刘海林。 

3.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结合图 4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领域的文献作者单位可视化图谱，采用 g-index (k = 25)、LRF = 3.0、
L/N = 10、LBY = 5、e = 1.0 作为筛选标准。图谱中共包含 193 个节点和 74 条边，密度为 0.004，最大连

通分量为 7 (3%)，模块度 Q 值为 0.9861，加权平均轮廓系数 S 为 1，调和均值(Q, S)为 0.993，表明图谱

中的合作机构群落划分非常明确，每个机构内部的合作更为紧密，而机构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这反映

出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地域性和学科性合作倾向，缺乏密切合作。“首都医科大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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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与“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山东中医药大学”与“山东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机构之间有较强的合作关系。而“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与“广州市番

禺区中医院”之间的合作较少。根据图 5 所示，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领域在最初的 2004~2009 年主要的

研究机构为吉林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浙江医院；而 2019 年到 2024 年之间主要的研究机构为广西中

医药大学和江西中医药大学，且发文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以及附属医院。发文量(n) ≥ 2 的机构有 23 个，

见表 3，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发文量最多，为 15 篇，其次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再者是江西中医药大学。 
 

Table 2.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by authors (n ≥ 2)   
表 2. 作者发文量(n ≥ 2 篇)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年份 

1 胡才宝 4 2008 

2 张召才 4 2008 

3 蔡国龙 4 2008 

4 杨敏春 4 2008 

5 许雅萍 4 2008 

6 梁群 3 2015 

7 严静 3 2010 

8 高巨 2 2007 

9 刘海林 2 2021 

10 彭琳 2 2017 

11 苗健 2 2009 

12 张用华 2 2021 

13 李炜明 2 2021 

14 王国全 2 2017 

15 罗伟君 2 2021 

16 高江宝 2 2021 

17 钱沈京 2 2010 

18 梁龙鑫 2 2023 

19 董青青 2 2021 

3.4. 关键词分析 

结合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6)所示，在 2004 年至 2024 年间发表的文章中，边线

(E)有 459 条边，密度(Density)是 0.012 5，最大连通分量(Largest CC)为 178 (65%)，较大的标志点(核心关

键词)包括“脓毒血症”、“内毒素”、“肺损伤”、“临床疗效”、“大承气汤”等。关键词“脓毒血

症”位于图谱中心位置，表明其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和关注度最高；“内毒素”与“脓毒血症”紧

密相连，显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肺损伤”与多个关键词相关联，表明其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临床疗效”与“中药治疗”、“中医证候”等相关联，表明这些方面对临床疗效的影响较大。从图谱的

颜色编码可以看出，早期研究集中在一些基础概念上，如“炎症”、“自噬”等。近年来，研究重点逐渐

转向更具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如“大承气汤”、“活血化瘀”等。研究领域中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势，图

谱中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关键词，如“机械通气”、“心肌损伤”等，表明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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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中有大量关于中医药的关键词，如“中药灌肠”、“清热解毒”，并与现代医学方法相结合，体现了

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结合的趋势。 
 

 
Figure 2. Visualization map of literature auth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2.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文献作者可视化图谱 

 

 
Figure 3. Literature auth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emergent map 
图 3.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文献作者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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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Literature author unit emergent ma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4.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文献作者单位可视化图谱 

 

 
Figure 5. Literature author unit emergent ma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5.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文献作者单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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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institutions (n ≥ 2)   
表 3. 机构发文量(n ≥ 2 篇)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年份 

1 广州中医药大学 15 2004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6 2011 

3 江西中医药大学 5 2022 

4 吉林大学 3 2004 

5 天津中医药大学 3 2007 

6 浙江医院 3 2008 

7 大连医科大学 3 2009 

8 河北医科大学 3 2010 

9 南京中医药大学 3 2011 

10 山东中医药大学 3 2016 

11 湖南中医药大学 3 2017 

12 广西中医药大学 3 2019 

13 上海中医药大学 3 2019 

14 中国中医科学院 2 2007 

15 北京协和医学院 2 2011 

16 南方医科大学 2 2013 

17 辽宁中医药大学 2 2013 

18 陕西中医药大学 2 2017 

19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 2018 

2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2018 

21 安徽医科大学 2 2020 

22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2 2021 

23 海南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2 2021 

3.5. 关键词聚类分析 

结合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7)所示，在 2004 年至 2024 年间发表的文章中，聚类

模块值(Q) = 0.8176 > 0.5，平均轮廓值(S) = 0.9629 > 0.7，说明聚类结果可信度显著，关键词之间具有较

高联系性，具有科学意义。共筛选出具有突出代表性的前 10 个聚类结果，分别为#0 脓毒血症、#1 脓毒

症、#2 急性肾损伤、#3 氧化应激、#4 脂多糖、#5 活血化瘀、#6 中西医结合、#7 内毒素、#8 肺损伤、#9
穴位贴敷。其中治疗方法领域的研究主要为#5、#6、#9；病因病机领域的研究主要为#3、#4、#7、#8，与

脓毒血症有关的疾病领域的研究主要为#0、#1、#2，是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研究的重点领域。结合中医

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图 8)发现，脓毒血症”和“脓毒症”在早期较为集中，而“急

性肾损伤”和“氧化应激”则在后期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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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6.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3.6. 关键词突现分析 

结合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关键词突现图谱(图 9)所示，在 2004 年至 2024 年间发表的文章中，关键

词突现前 5 的分别为内毒素(2.31)、胃肠功能障碍(2.17)、中医药(2.09)、降钙素原(2.02)、大承气汤(1.71)，
反映出近 10 年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主要为相关机制的研究和应用中医药治疗方

面。此外，从时间发展角度分析得出，2006~2007 年中医证候的研究呈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强度值为 1.11；
2007~2009 年复方清下汤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强度值为 1.02；2009~2010 年大承气汤作

为传统中药方剂，在这一段时间内引起了较大的研究兴趣，强度值为 1.35；2009~2013 严重脓毒症作为一

个重要的临床问题，在这四年间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强度值为 1.21；2009~2015 年脂多糖作为细菌细胞壁

的一种成分，在免疫学和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强度值为 0.99；2011~2018 年活血化瘀作为中

医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强度值为 1.71。2013~2018 年氧化

应激作为一种病理生理过程，在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强度值为 1.16；2015~2018 年内

毒素作为革兰氏阴性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备受关注，强度值为 2.31；2021~2024 年穴

位贴敷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在近期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强度值为 1.18，成为近 3 年该

研究领域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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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7.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8.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ma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8.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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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Literature keyword burst ma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sepsis 
图 9. 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 

4. 讨论 

通过对年度发文情况以及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发现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研究数量呈现出波动中增

长的趋势，特别是在 2011 年后，发文数量显著增加，反映了该领域研究兴趣和热度的增长。虽然最近几

年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显示出该领域持续活跃的研究活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国内研

究机构以及团队积极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包括胡才宝、张召才、蔡国龙、杨敏春、许

雅萍，而发文最多的机构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其次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发文机构主要为高等院校及其

附属医院，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和合作。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和突现分析观察到，关于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脓毒血症、

脓毒症、急性肾损伤等疾病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提高了对疾病机制的认识，还为开发新的治疗方

https://doi.org/10.12677/md.2024.144069


何丽娅，刘涛 
 

 

DOI: 10.12677/md.2024.144069 486 医学诊断 
 

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活血化瘀、氧化应激、内毒素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显示出中医药研究的

不断深入和创新，有研究发现当归中的 APSs 与 TLR4 相结合，抑制 TLR4-MD-2 的形成，阻断 LPS 激活

TLR4 信号通路，进而达到治疗脓毒血症的作用[11]。同时，中西医结合的研究逐渐增多，显示出跨学科

合作的重要性，为解决临床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热点领域的交叉点，

如脓毒症与急性肾损伤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相关疾病。最新研究发现，黄芩

素能够干预 Nrf-2/HO-1 通路，降低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达到防治 LPS 诱导的小鼠脓毒血症的作用[12]。
同时，也可以关注新兴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利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药干预脓毒血症的发文量、作者、

机构、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分析，并通过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突现分析研究热度与趋势。从上述研究结果

来看，本学科持续关注中医药治疗脓毒血症的机制研究，中药应用从内服到外敷多角度、多维度深入研

究，注重跨学科和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中医药治疗脓毒血症具有多靶点、多通路等优势，后期通过

结合国内外数据库、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进一步深入了解和发掘该研究领域最新进展，为继承好、发展

好、利用好中医药提供更多思路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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