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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冬虫夏草作为与人参、鹿茸齐名的名贵药材，在临床治疗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其在肿瘤、糖尿病等疑难

杂症的治疗上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本文以知网(CNKI)数据库近10年与冬虫夏草研究相关的文献为基础，

利用CiteSpace软件实现对文献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和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近

10年有关冬虫夏草研究的年发文量整体经历比较稳定的水平后呈下降趋势，研究关注度明显下降，至

2021年，年发文量低于100篇；冬虫夏草研究的作者及关键词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机构之间的关联较弱；

冬虫夏草研究的有关热点随时间不断变化，主要研究冬虫夏草的临床作用和产品质量。从冬虫夏草作用

图谱的可视化分析中了解到它的热点作用及其在临床中的重要应用，药用价值带动经济价值，从而分析

出乡村振兴背景下，虫草对藏区扶贫所起的重要作用。有关冬虫夏草的可视化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和科研

机构把握当前的研究热点，清楚研究趋势，对虫草的研究方向把握得更准确，从而能够更深入地挖掘虫

草作用功效使其应用于临床治疗，并开发虫草的经济价值，以提高藏区整体经济水平，充分发挥虫草的

药用作用与经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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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dyceps sinensis, as a famous medicinal material with ginseng and antler, is widely used in clin-
ical treatment. It has great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tumors, diabetes and 
other difficult diseas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Cordyceps research in CNKI database in 
recent 10 years,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realize the visualized analysis of the know-
ledge map of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of the literatur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n Cordyceps in the past 10 year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fter a relatively stable level, and the research attent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2021,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was less than 100.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keywords of Cordyceps research,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stitu-
tions is weak;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Cordyceps are changing over time, mainly studying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product quality of Cordyceps. From the visual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map of 
Cordyceps sinensis, we can understand its hot spot role and its import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medicinal value drives the economic value, so a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rdyceps sinen-
si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ib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visual analysis 
of Cordyceps sinensis is helpful for researcher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grasp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clarify the research trend, and grasp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ordy-
ceps more accurately, so as to excavate the effect of Cordyceps more deeply and make it applied to 
clinical treatment, and develop the economic value of Cordyceps,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co-
nomic level of Tibe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edicinal and economic role of Cordyc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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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冬虫夏草又名冬虫草，简称虫草，是与人参、鹿茸齐名的珍贵中药材，被誉为“世界第一草”、“东

方圣草”、“药中之王”、“雪域高原的黄金”等[1]。1300 年前就有中医药典籍记载过此药，在民间流

传超过 2000 年。虫草性味甘平，归肺和肾经。在冬季和夏季采集时性味有寒温之偏，冬虫性温，夏草性

寒。甘味能补，性寒滋阴，性温助阳，故其能补肾阳、益肾阴、养肺阴，既能退虚热，又能散虚寒[2]。
冬虫夏草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等地区，生长在海拔 3800 到 5000 米的地方，在青藏高原上数

量最多。现代研究发现，冬虫夏草具有增强免疫力、降血糖、抗肿瘤、抗氧化等诸多功效，在临床治疗

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然而虫草的总产量并不多，我国虫草产量占全世界的 96%，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

是主要产区，两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0%以上，这也是西藏地区的优势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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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历史文化、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藏区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为推动藏区经济发展，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国家颁发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党和政府因地制宜，通过发展藏药来推动

藏区经济，其中，作为藏药代表的冬虫夏草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科研机构开始

研究冬虫夏草，然而随着虫草的文献和研究结果越来越繁杂，目前还没有系统地归纳和整理。因此，将

有关虫草研究的文献进行统一分析，有利于了解到其研究现状，明确其研究热点。 
本研究利用知网(CNKI)数据库下载文献，采用 CiteSpace 软件画图，通过分析可视化图谱来探讨冬虫

夏草的研究动态和热点，以此探寻虫草的研究现状，为研究者和科研机构探寻其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可靠

的科学依据，为该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4]。 

2. 图谱可视化分析原理 

本文主要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知网(CNKI)数据库下载的近 10 年的参考文献进行图谱可视化分析，

从而得到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的大致流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ap visualization process 
图 1. 图谱可视化流程 

2.1. 数据下载 

本文以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条件设置为主题，检索词设置为“冬虫

夏草”，检索 2010~2021 年期间有关冬虫夏草研究的论文参考文献。为保证文献之间有足够的相关性，

选择公认度较高的期刊和硕博论文[5]，排除掉图书、会议、通知、报纸、特殊期刊和科技结果后，共得

到文献 2466 篇。 

2.2. 数据处理 

文献检索结果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文献的题录并保存，使用 CiteSpace.6.1.R2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时间限定为 2010~2021 年，时间切片为 1，选择对应下载时间段和图谱参数，对文献发文作者、发文机

构和关键词进行节点分析。 

3. 结果 

3.1. 年发文量 

2010~2015 年，冬虫夏草相关研究的年发文量在 200 篇上下波动，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其中

2012 年发文量达到近 10 年年发文量的巅峰(232 篇)，说明在这个时间段冬虫夏草很受研究者的关注；

2015~2021 年，冬虫夏草的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呈下降趋势，至 2021 年年发文量已低于 100 篇，说明研究

者和科研机构对虫草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见图 2。 

3.2. 作者分析 

通过图谱可视化网络分析结果可得出作者文献发文量及各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关系。由表 1 可知，

2010~2021 年，发文量 ≥ 20 篇的作者有 6 名。其中，李文佳作者的发文量最高(78 篇)。同时由图 3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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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556 名作者，他们形成了 775 种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为 0.005，表明研究者之间形

成了较紧密的组合关系，组成了多个研究团队，其中大部分研究团队以李文佳、钱正明等作者为核心。 
 

 
Figure 2. The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2010~2021 
图 2. 2010~2021 年发文数量趋势图 

 

 
Figure 3. Author Atlas 
图 3. 作者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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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uthors with ≥ 20 articles 
表 1. 发文量 ≥ 20 篇的作者 

序号 姓名 发文量(篇) 起始时间 

1 李文佳 78 2014 

2 钱正明 66 2014 

3 陈仕江 32 2010 

4 张德利 24 2010 

5 马双成 22 2015 

6 国锦琳 21 2010 

3.3. 发文机构分析 

发文机构是冬虫夏草研究的主要科研平台，通过对机构的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了解在 2010~2021
年研究冬虫夏草的主要高校和科研院所[6]。纳入的文献涉及到了 419 家机构，其中发文量 ≥ 17 篇的机

构有 6 家，主要是一些重点研究室、研究院、实验室等。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于 2016 年开始发表冬虫夏草研究的文献，共发文 57 篇，见表 2。从研

究机构可视化图谱中可以看出共有 419 家机构，形成了 224 组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为 0.0026，说明各个

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够紧密，见图 4。为了加强冬虫夏草的研究力度，尽快挖掘出它更多的价值，机

构之间可以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Figure 4. Institutional atlas 
图 4. 机构图谱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2.123105


易翠兰 等 
 

 

DOI: 10.12677/orf.2022.123105 996 运筹与模糊学 
 

Table 2.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 17 papers 
表 2. 发文量 ≥ 17 篇的主要研究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篇) 起始时间 

1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57 2016 

2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43 2010 

3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27 2013 

4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9 2013 

5 宜昌山城水都冬虫夏草有限公司 19 2016 

6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17 2014 

3.4. 关键词与热点分析 

3.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信息展示的核心内容，是整篇文章的精髓。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的图谱进行分析可以得

到有关冬虫夏草的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7]。本研究结果除去主题词冬虫夏草以外，频数最高的是蛹

虫草。蛹虫草又称北冬虫夏草，简称蛹草，是和冬虫夏草不同的一种药材，其功效与冬虫夏草相似。频

数次之的是虫草，虫草是冬虫夏草的别名，两者之间无本质区别，但均为研究主体学名，无实际意义。

其次为频数稍低的虫草素、多糖、腺苷等，皆是冬虫夏草的主要活性成分，在其功效作用中占主导地位，

见表 3。从冬虫夏草的可视化图谱中可以看出，关键词有 542 个，连线有 1038 条，网络密度为 0.0071，
说明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见图 5。如蛹虫草和冬虫夏草的功效很相似，它们的主要活性成分都

是虫草素、腺苷、多糖等。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diagram 
图 5. 关键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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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 40 
表 3. 频数 ≥ 40 的关键词 

序号 频数 关键词 

1 1320 冬虫夏草 

2 128 蛹虫草 

3 111 虫草 

4 91 虫草素 

5 74 多糖 

6 60 腺苷 

7 47 北虫草 

8 47 药理作用 

9 42 虫草多糖 

 
冬虫夏草的药理作用是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在临床治疗上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利用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下载文献，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切换主题词为“冬虫夏草”和“作用”，时间限制为

2010~2021 年，检索后共得到有效期刊和硕博论文 598 篇。将检索后的文献通过 CiteSpace 软件处理后进

行画图，可以得到冬虫夏草作用的共现图谱。从图谱中可以看出虫草的热点作用有免疫调节、抗氧化、

抗肿瘤，见图 6。研究发现，虫草活性成分中的虫草素具有调节免疫、抗肿瘤、抗炎及抗氧化性等作用[8]；
虫草多糖可以抗肿瘤、抗氧化、增强免疫力、降低血液中三油甘酯和胆固醇的含量[9]；腺苷能够改善心

脑血液循环、抑制中枢神经递质释放[10]。正是由于这些活性成分，虫草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抗氧化、

抗肿瘤，还可以抗菌、抗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冬虫夏草在临床上的应用十分重要。 
 

 
Figure 6. The role of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as a hotspot 
图 6. 冬虫夏草的热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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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关键词聚类 
聚类是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关键词聚类图进行分析，可以清晰的知道该领域的研究进

程[11]。有关冬虫夏草研究的聚类主要是前十一类，见图 7。#0 冬虫夏草、#1 虫草、#6 蛹虫草可以合并

为虫草的种类。虫草是冬虫夏草的简称，虽然它和蛹虫草的功效相似，但两者是不同的中药材；#2 子实

体是指冬虫夏草的果实体，即可食用的部分；#3 核苷是冬虫夏草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能够改善心脑血

液循环；#4 抗氧化、#5 氧化应激是指虫草的抗氧化作用，氧化应激是体内氧化与抗氧化作用失衡的一种

状态，并且体内情况倾向于自体氧化，这种现象说明抗氧化作用无法抵抗机体内产生的过多自由基。自

由基过多会加速机体老化，引起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多个系统功能衰退。服用冬虫夏草可以有效地抵

抗体内过多的自由基，降低人体老化速度，延长寿命[12]；#7 鉴别是指真伪虫草的鉴别。冬虫夏草价格

虽然昂贵，但数量稀少，部分不良商家为了赚取利益，伪造假劣虫草向广大人民群众出售。虫草真伪的

鉴别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鉴别冬虫夏草也可以区分出其质量差异；#8
青藏高原是冬虫夏草的主要生产地，主要位于西藏地区和青海省。 

 

 
Figure 7. Keyword clustering diagram 
图 7. 关键词聚类图 

3.4.3. 热点分析 
关键词突显图可以展现历年研究领域的热点，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冬虫夏草未来的研究趋势[11]。在冬

虫夏草研究的关键词热点分析可视化图中，选取了 13 个代表性较强的关键词，强度在 2.68~4.57 之间，

强度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在突变时间段内出现频次越高[13]，时间跨度为 2010~2021 年。2010 年冬虫夏

草的研究热点是混淆品、龙眼肉；到 2011~2013 年，研究热点转移到鉴别上，这说明在冬虫夏草的假冒

伪劣品增多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如何鉴别真正的冬虫夏草；2013~2016 年期间，虫草的研究热点是它的

有效成分；2014~2015 年，2015~2016 年，综述和食药监依次被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关注；2016 年开始，

高效液相、保健食品和蝉花都依次成为过研究热点，其中，研究人员对蝉花的重点关注一直持续到 2021
年，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从 2017 年到 2018 年，研究者们主要研究冬虫夏草的“指纹图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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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图谱”。建立不同产地冬虫夏草的高效液相色谱的指纹图谱和特征图谱，能够比较出不同产地冬虫夏

草质量的差异，为冬虫夏草药材的质量鉴别提供科学依据[14] [15]。2017 年开始的“研究进展”和 2018
年开始的“香棒虫草”一直持续到 2021 年都是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关注的热点，见图 8。研究者和科研

机构在研究冬虫夏草的同时还在研究与虫草功效相似的香棒虫草、蛹虫草等，目的就是为了深入了解虫

草的功效并且寻找其在临床治疗上的替代品。 
 

 
Figure 8. Keyword highlighting diagram 
图 8. 关键词突显图 

4. 讨论 

4.1. 冬虫夏草的研究现状 

本次研究选择的文献时间跨度为 11 年，虽然 2015~2021 年的发文量呈下降趋势，但总体上来说冬虫

夏草的研究与开发仍旧是一个热点。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有李文佳、钱正明等人，主要形成了以他们为核

心的研究团体，作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较多。可视化分析了发文机构的知识图谱后发现，对冬虫夏

草进行研究的科研机构主要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院等，表明虫草药理作用的重要性及政府对其价值

的重视，但是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不是特别紧密，为了加深对虫草的挖掘，研究机构可以通过

各种平台与技术加强交流合作。根据研究热点的图谱可知，冬虫夏草 2018 年以来主要研究香棒虫草。研

究表明，香棒虫草中含有腺苷、虫草素、多糖等化学成分，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镇静安神、抗疲劳和

抗应激等，并且其毒性较小，无明显副作用，同蛹虫草一样在临床治疗上可以作为冬虫夏草的替代品[16]。 
冬虫夏草的主要活性成分含有虫草素、虫草多糖和腺苷等，研究者们主要从这几种活性成分入手，

研究它们的药理作用[17]。隋明[18]等人详细介绍了虫草的多糖、虫草素、虫草多肽等几个活性成分，这

几个活性成分在冬虫夏草发挥的功效中占主导作用，但虫草的有效成分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几类物质，还

有很多重要成分等待着研究者们开发利用。 

4.2. 冬虫夏草的临床应用 

随着现代药理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加深入地开发冬虫夏草的药理作用，其药理作用具有显著的广

泛性[19]，它的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及其他作用在临床治疗上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为肿瘤、糖尿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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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但是冬虫夏草的临床作用机制和作用原理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旨在为临床多渠道治疗疾病提供更多的新思路。 

4.3. 冬虫夏草药用价值带动其经济价值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冬虫夏草的价格为每斤几百元，到 90 年代价格为每斤几千元，现在，品质较

好的冬虫夏草价格已经达到了每斤上万元[20]。冬虫夏草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数量稀少，西藏自治区的虫

草产量占了全国总产量的 40%。西藏地势辽阔、资源丰富，但受历史等各种因素影响，其经济水平相对

落后。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藏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其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

同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较大，且这种差异还有加大的趋势[2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很

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减小藏区各地的经济差异。藏区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经济。

藏药就是藏区最大的特色之一，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冬虫夏草、藏红花、雪莲等都是功效很好，极

其珍贵的藏药。作为藏药代表的冬虫夏草对糖尿病、肿瘤、免疫力低下等诸多疾病都有不错的治疗作用，

不错的临床功效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效益，藏区人民充分意识到冬虫夏草的商业价值，纷纷通过采挖出

售冬虫夏草换取钱财。据调查，采挖冬虫夏草已经成为藏区人民除了放牧以外的第二大经济来源[22]。 
除了直接出售虫草换取钱财以外，藏区人民还能间接通过虫草提高生活水平。冬虫夏草极好的药用

价值吸引了许多商家前往西藏，在他们眼里，虫草经济堪比“黄金经济”。这些商家会雇佣当地居民到

山上采挖虫草，一个采挖季下来，每个人都能获得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报酬。此外，到当地采挖虫草的

公司还要向当地居民缴纳数量不菲的草山承包款等费用，随着冬虫夏草价格的上升，承包费也逐年上涨，

这对当地牧民来说，能起到明显的扶贫作用[23]。据报道，2018 年全区农牧民抛售的原草价值预计达 80
亿元，由此可见，冬虫夏草产业已成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5. 总结和展望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十年来冬虫夏草有关文献进行了大数据可视化分析。通过对作者、机

构和关键词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后发现冬虫夏草仍然被研究者和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当作研究重点。近

10 年来，冬虫夏草的理论研究热点主要是鉴别它的质量和探究其临床作用。研究者们通过分析虫草的活

性成分，发现虫草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和降血糖等作用。但是据研究发现，虫草的有效成分分析并不完

全，它可能还有更多的功效没有被开发出来，因此研究者们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还未分析出的活性成分

上，以挖掘出冬虫夏草更多的临床功效。除了临床应用以外，冬虫夏草的经济效益也很重要。在乡村振

兴的背景下，冬虫夏草已然成为藏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冬虫夏草无论是药用价

值还是经济价值都十分重要。这味价值极大的中药材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得到研究者、科研机构和政府

更多的关注，并且其会在临床治疗和脱贫致富上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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