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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运用CiteSpace分析近20年归脾汤的研究情况、研究热点与前沿。方法：通过检索2000年1月~2023
年12月中国知网(CNKI)、维普(VIP)、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收录的归脾汤相关文献研究，应用NoteExpress3.6.0.9220软件合并并去重，应用CiteSpace6.1.R6
软件统计文献的年发文量，共现图谱文献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及突现分析。

结果：经过筛选后最终纳入文献836篇，发文量超过5篇的作者有钱会南、沈丽波、季颖、刘立。主要研

究机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高频关键

词有“失眠”“抑郁”“中医疗法”等。近3年突现关键词有“崩漏”“作用机制”“数据挖掘”等。结

论：归脾汤关注于失眠、抑郁、心悸等双心疾病和肿瘤化疗围术期等免疫调节的作用机制研究，HPA轴、

HPG轴、PP1/CREB和ERK1/2、p38 MAPK等信号通路是本领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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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spot and frontier of Guipi decoction in the recent 20 
years by using CiteSpace. Methods: By searching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Guipi decoction collected by 
CNKI, VIP, China Academic Journal Database (Wanfang Database) and China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 from January 2000 to December 2023, NoteExpress3.6.0.9220 software was used to 
merge and remove the data. Citespace6.1.R6 software was used to count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
lished documents, authors of literature on co-occurrence spectrum,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key-
words, and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emergence analysis. Results: After screening the final in-
clusion of literature 836 papers, the authors with more than 5 papers were Qian Huinan, Shen Libo, Ji 
Ying and Liu Li. The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anmen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nd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re “insomnia”, 
“depres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and so o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key words 
that have emerged are “collapse”, “mechanism of action”, “data mining” and so on. Conclusion: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Guipi decoction focuses on the bicardiac diseases such as insomnia, 
depression and palpitation and the immunomodulation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tumor 
chemotherapy. The HPA axis, HPG axis, PP1/CREB, ERK1/2, p38 MAPK and other signaling pathways 
are the research hot spot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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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归脾汤出自宋代严用和的《济生方》，方由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酸枣仁、人参、木香、甘

草、当归、远志组成，具有益气补血、健脾养心的功效，是中医经典补益剂[1]。《济生方·卷之四》：

“归脾汤，治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怔忡。”在中医理论中，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藏神，主

神志；脾藏意，主思，为后天之本，运化精微，生化气血，为心神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心脾两虚会导致不

寐、健忘等多种身心疾病的发生。近年来，归脾汤临床研究范围拓展，涉及内、外、妇、儿和肿瘤免疫调

节及药物毒副作用等多个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2]。 
CiteSpace 是一款具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功能的文献计量学软件，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演进历程集中

展现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上，通过解读图谱，实现领域现状的解释与领域未来前景的预见[3]。本研究运

用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VIP、Wanfang、CBM 数据库已发表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将其研究经

过和研究热点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示，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以“归脾汤”OR“归脾丸”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维普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Wan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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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为数据来源。检索时间范围为：2000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检索

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16 日。 

2.2. 文献筛选标准  

文献类型设定为期刊，剔除会议论文、重复论文、报纸、杂志、无相关性论文后，最终得到 836 篇

文献。 

2.3. 数据处理  

将各数据库文献数据导入 NoteExpress3.6.0.9220 软件，软件去重后，结合人工阅读题目与摘要，剔

除重复及不相关文献，得到最终纳入文献。将文献题录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命名为 download_#.txt 格
式，再导入 Citespace6.1.R6 软件 input 文件夹，运用 Citespace6.1.R6 软件内部数据转换程序将数据文献进

行转换并建立新项目。设置参数：“Timeslicing”时间跨度：2000 年~2023 年，“Years Per Slice”时间

切片：1 年；“Text processing”(主题词来源)默认；“Node Types”节点来源：keyword (关键词)、Author 
(作者)、institution (机构)；Top N 为 50，其余参数默认软件设置。 

名词的规范化处理，合并同一疾病名称及含义相近的词，如“失眠症”“失眠”“不寐”统一为“失

眠”；“归脾丸”“归脾汤”统一合并为“归脾汤”；合并同一机构名称，如“河南中医学院”“河南中

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统一为“河南中医药大学”；合并“临床观察”“疗效观察”

统一为“临床疗效”。 
采用 2019 Excel 绘制发文量折线图。依据普赖斯理论[4]，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限计算公式为：N = 

0.749 maxn  (N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nmax 为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采用 CiteSpace6.1.R6 软件绘

制作者、机构、关键词知识图谱，图谱节点大小与频次呈正相关，节点间连线数量及粗细与合作紧密度

呈正相关，同一颜色代表相近研究主题，网络密度表示图谱中各节点间的联系程度，密度越大，联系越

紧密[5]。关键词对于分析领域研究现况和预测未来研究趋势有重要作用[6]。通过 CiteSpace6.1.R6 软件将

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中 Modularity Q (网络模块度) > 0.3 说明聚类有效，Mean Silhouette (平均轮廓值) > 
0.5 说明聚类同质性较高，结果合理。关键词突现是指短时间内的频次显著增加，形成热点，时间线图显

示聚类时间跨度和热点变化。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the Guipi decoction from 2000 to the present 
图 1. 2000 年以来归脾汤相关文献研究发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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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发文量分布 

共检出文献 3045 篇，其中 CNKI 342 篇，VIP 859 篇，Wangfang 804 篇，CBM 1040 篇，经过 NT 删

除重复文献 1168 篇，根据文献筛选标准双人筛选，剔除文献 1041 篇，最终纳入文献 836 篇。年度发文

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与变化规律。如图 1 所示，2000~2023 年，关于归脾汤的文

献研究总共 836 篇，年均发文量约 34 篇，从阶段性分析，经历了 2007~2012 年和 2017~2020 年两个持续

增长期，并于 2020 年达到高峰，发文量达 55 篇。 

3.2. 中医症候及疾病类型 

统计频次较高的中医病证，排名前 10 的中医病证，见表 1。所有文献涉及疾病种类按照疾病系统进

行分类，见表 2。 
 

Table 1. The main diseases treated by the study literature on Guipi decoction 
表 1. 归脾汤研究文献主治病证 

中医病证 发文量/篇 中医病证 发文量/篇 
不寐 123 虚劳 55 
心悸 113 紫斑 40 
郁证 109 眩晕 32 
崩漏 85 汗证 27 
血证 64 癌病 25 

 
Table 2.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diseases categorized by the Guipi decoction 
表 2. 归脾汤研究文献疾病类别 

学科 疾病类别 主要疾病 
内科 心血管系统 冠心病、室性期前收缩、心肌梗塞、心律失常、心脏神经官能症 

 呼吸系统 咳嗽、肺结核咯血 

 消化系统 结肠炎、消化性溃疡、肠易激综合征、口腔溃疡、慢性胃炎、慢性肠炎、雷公藤

中毒肝损伤、便秘、慢性肝炎恢复期、放射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痔疮 
 精神系统 失眠症、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癫痫性精神障碍 

 血液系统 巨幼细胞贫血、缺铁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雷公藤中毒性骨髓抑制、乳腺癌

骨髓抑制、老年炎性贫血、抗痨白细胞减少症 
 内分泌系统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甲亢治疗后白细胞减少症、甲状腺功能减退 
 神经系统 不安腿综合征、面神经麻痹、阿尔茨海默症、慢性低血压、颤证 
 免疫系统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 

外科 皮肤 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粉刺、黄褐斑、泛发性神经性皮炎 
 眼科 干眼症、视疲劳、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 
 肿瘤 乳腺癌、卵巢癌、癌症慢性消耗、结直肠癌、食管癌化疗后、癌因疲乏 
 耳鼻喉 梅尼埃病、耳鸣 
 骨科 骨质疏松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妇科  更年期综合征、功能性子宫出血、继发性不孕、月经失调、乳腺增生、附件炎、

先兆流产、外阴湿疮、乳头溢液、产后身痛 
儿科  小儿抽动症、小儿多动症、小儿夜啼、婴儿痉挛症、伊万氏综合症、难治性肾病 

3.3. 作者分析 

纳入作者共 657 人，出现 790 频次，其中发文量前 5 的作者(表 3)是钱会南(8 篇)、季颖(7 篇)、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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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5 篇)、胡雪琴(5 篇)、刘立(5 篇)。作者共现图谱中 N = 657，E = 380，Density = 0.0016，各节点中介

中心性为 0，表明作者之间关于归脾汤的研究探讨与合作较少。nmax = 8，N ≈ 2，核心作者 101 人，占比

15.3%，表示该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团队。主要形成以钱会南、季颖和刘立为核心的主要研究团队。 
 

Table 3. Authors with ≥5 publications 
表 3. 发文量 ≥ 5 篇的作者 

序号 发文量 起始年 作者 
1 8 2006 钱会南 
2 7 2006 季颖 
3 5 2006 沈丽波 
4 5 2006 胡雪琴 
5 5 2011 刘立 

 
以机构为节点，对文献机构进行共现分析，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和附属医院，发文量前 10 的研究机

构如表 4，发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有北京中医药大学(24 篇)、广州中医药大学(20 篇)、中国中医科学院广

安门医院(15 篇)、山东中医药大学(15 篇)、辽宁中医药大学(13 篇)、南京中医药大学(10 篇)。机构共现图

谱(图 2)中 D = 526，N = 78，Density = 0.0006，且中介中心性为 0。从节点来看，4 个机构存在明显合作

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形成 1 个合作

群，山东中医药发文量多，但与其他机构无合作关系。 
 

 
注：节点圆圈代表研究机构，节点圆圈越大代表发文量越多，节点间连线代表合作关系，

连线越粗代表联系越紧密。 

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uipi decoction since 2000 
图 2. 2000 年以来归脾汤研究文献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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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op 10 institution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Guipi decoction research literature 
表 4. 归脾汤研究文献发文量前 10 的机构 

序号 发文量/篇 起始年 机构 
1 24 2001 北京中医药大学 
2 20 2001 广州中医药大学 
3 15 2009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4 15 2008 山东中医药大学 
5 13 2007 辽宁中医药大学 
6 10 2004 南京中医药大学 
7 9 2010 天津中医药大学 
8 6 2005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 6 2004 成都中医药大学 
10 6 2002 河南中医药大学 

3.4. 关键词分析 

3.4.1. 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核心的集中体现，可以判断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频次前 10 的关键词见表 5。以关

键词为节点，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 3)，图谱中的 D = 591，N = 1310，Density = 0.0044。如图 3 所

示，临床研究包括失眠、崩漏、心悸等，围绝经期、老年期是重要研究人群，逍遥散为常用联用方。同

时，借助动物模型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于抑郁、失眠、冠心病。 
 

 
注：节点圆圈越大代表关键词频次越高，节点间连线越粗代表关系越紧密。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uipi decoction since 2000 
图 3. 2000 年以来归脾汤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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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op 10 keywords in research literature frequency of Guipi decoction 
表 5. 归脾汤研究文献频次前 10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444 0.62 2000 归脾汤 
2 84 0.11 2001 失眠 
3 58 0.16 2004 抑郁症 
4 45 0.77 2000 中医疗法 
5 39 0.14 2003 心脾两虚 
6 34 0.24 2000 临床疗效 
7 32 0.11 2004 名医经验 
8 29 0.17 2004 辨证论治 
9 18 0.34 2004 心悸 
10 12 0.1 2003 崩漏 

3.4.2. 聚类分析 
通过 LLR 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Q = 0.8521 (>0.3)，S = 0.9668 (>0.5)，提示聚类结果具有较高

效率，可信度良好。聚类分析得到 13 个主要聚类群(表 6)，对聚类群进行分析，#0 是该主题的研究方向；

#1、#3、#6、#8、#11 和#12 是含义相近的聚类，代表归脾汤的主要研究病种；#2 是归脾汤的药物剂型和

应用领域；#9 是归脾汤研究的基本证型，#4、#5、#7 和#10 是归脾汤的主要研究类型，以医案、临床观

察和作用机制研究为主。 
 

Table 6. Clustering table of keywords for Guipi decoction 
表 6. 归脾汤关键词聚类表 

序号 中心性 轮廓值 年份 主要关键词 
#0 120 1 2010 归脾汤；辨证论治；抑郁症；失眠 
#1 40 0.973 2012 崩漏；数据挖掘；关联规则；辨证论治 
#2 36 0.995 2011 中成药；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便秘 
#3 36 0.928 2012 失眠；异病同治；睡眠质量；眩晕 
#4 31 0.994 2010 疗效观察；骨髓抑制；思密达；中医 
#5 30 0.933 2012 医案；肌衄；后天之本；紫斑 
#6 29 0.945 2011 冠心病；中医治疗；中医病机；从心论治 
#7 28 0.932 2007 治疗；小鼠；苯中毒；实验研究 
#8 26 0.899 2010 心律失常；右归丸；炙甘草汤；逍遥散 
#9 23 0.961 2014 心脾两虚；卒中；产后缺乳；健脾养心 

#10 23 1 2009 大鼠；抑郁症；基因表达；皮质酮 
#11 18 0.957 2013 乳腺癌；围绝经期；免疫功能；术后康复 
#12 16 0.943 2008 贫血；子宫肌瘤；炙甘草；炒酸枣仁 

3.4.3. 突现分析 
突现词可以显示历年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起止时间，一定程度判断潜在研究热点与趋势。在

Burstness 菜单中对归脾汤研究领域进行突现词分析，根据文献特点，设置 γ参数为 0.6，获得 12 个突现

词，如图 4。如图谱所示，“strength”是关键词爆发强度，强度越高表示影响力越大[7]，“begin”和“end”
分别表示突现词的起止时间。2001~2007 年主要集中于归脾汤的辨证论治研究；2006 年后研究热点开始

转移至基于脾虚模型的归脾汤的改善认知和学习能力作用机制研究；2012~2016 年临床研究重视贫血和

冠心病，生活质量成为观察指标；2019 年突现的数据挖掘、名医经验、作用机制、失眠和崩漏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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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强度排序后，名医经验的数据挖掘、作用机制和从心脾两虚论治的中医理论研究是归脾汤研究领域

的关注点。总体而言，研究热点传承性弱且时限短暂，缺少长久专一的研究。 
 

 
Figure 4. Prominent words in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uipi decoction since 2000 
图 4. 2000 年以来归脾汤研究文献突现词 

4. 讨论 

CiteSpace 软件是一款由陈超美教授研发的文献计量学软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读性和丰富性的

特点，可将评估文献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以图谱的形式，直观地呈现给研究者，帮助研究者快速高效

地建立被评估领域的全面认识，同时预测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在科学文献计量领域具有重要作用[8]。本

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近 20 年归脾汤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近 20 年来，归脾汤研究发文量呈阶段性增长趋势。主要研究团队中，钱会南团队集中于研究归脾汤

对脾虚模型小鼠脑内 NO、BDNF、神经肽 Y、胆囊收缩素、P 物质、VIP、ADH 和 C-fos 水平与 C-JUNmRNA 
[9]-[11]等基因表达的变化，并证实归脾汤可以通过调节以上指标改善小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季颖团队

主要关注归脾汤对抑郁模型小鼠脑内 5-HT、NE、PGD2、BDNF 及 CORT11 [12] [13]含量的调节而发挥

一定的抗抑郁作用。刘立团队集中于归脾汤对苯中毒小鼠细胞分裂周期、造血干细胞表型 Sca-1、CD34+、
血清溶血素[14] [15]等研究，证实归脾汤对以上指标具有改善作用，为后续归脾汤在贫血、骨髓抑制及免

疫调节作用机制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聚类(表 6)显示，失眠、抑郁、心悸等高频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均高于 0.1，提示归脾汤研究主

要集中于以上领域。围绝经期、亚健康状态(虚劳、慢性疲劳综合征)、肿瘤化疗围术期是重要研究群体，

逍遥散、炙甘草汤、右归丸、左归饮、生脉散是常用联用方。这可能与近年来失眠[16]、抑郁[17]、心悸

[18]等双心疾病和乳腺癌[19]发病率明显上升有关。此外，共现图中“免疫调节”节点直径最大，提示该

领域研究关注度高。研究证实，归脾汤通过影响 CD8+、T 亚群功能及抑制 NF-κB p65 磷酸化和 IDO 表

达，调节细胞免疫功能，改善 ITP 治疗效果[20]。失眠、抑郁、癌症等症状间的密切关系，推动归脾汤在

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因此，双心疾病、亚健康状态和免疫调节将持续成为归脾汤研究的研究热点。 
突现词提示该领域研究热点时间演变特点。归脾汤早期研究主要为临床经验报道和临床观察。自 2006

年后，基于动物模型的药理作用及机制研究成为归脾汤的研究热点，临床观察设计也更加严谨科学。5-
HT、NE、血液生化分析、肠道菌群、炎症因子等成为常用指标，意味着归脾汤 RCT 疗效评价指标更加

客观可靠。随着新方法和新技术不断优化和探索，归脾汤联用西药、择时寻经点穴、督脉灸、三焦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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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研究增加，反映国内对中医药作用机制、临床观察的规范性和临床效果的逐渐重视。生活质量

和生命质量的测量，说明国内医疗更加关注人的感受，逐渐转向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模式。实验研

究方面，学习记忆力、镇静催眠和记忆巩固障碍的研究较为集中。目前，归脾汤改善睡眠的机制有调节

5-HIAA [21]、海马 D2R 表达及调控 PP1/CREB [22]信号通路等。脑内 5-HT、NE [23]、下丘脑 PGD2 含

量[24]、海马 CA3 区 BDNF 水平[25]、HPT 轴[26]、Glu [27]含量等归脾汤抗抑郁的作用靶点和通路。此

外，冯晓帆[28]等认为归脾汤通过调节胰岛素信号通路中 PI3K、PKB 和 GSK-3β 蛋白的相对表达发挥改

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有研究证实[29] [30]归脾汤可能通过激活 ERK1/2、p38 MAPK 和上调 Bmal1 等自

噬蛋白的表达，抑制心肌细胞凋亡。随着动物实验研究的发展，基于循证医学的证据评价成为归脾汤新

的研究热点。 
循证医学是推动中医药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31]。2016 年后，田景平等陆续对归脾

汤应用于抑郁[32]、心悸[33]、失眠[34]、贫血[35]和冠心病[36]进行了 Meta 分析，证实归脾汤联用基础治

疗较单纯西药效果好，但存在纳入研究的 RCT 质量级别偏低的问题。2019 年至今，数据挖掘[37]、网络

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38]在归脾汤的化学成分[39]、作用靶点[40]及机制[41]研究中备受关注。叶田园

[42]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归脾汤抗抑郁机制，涉及可塑性、血管形态发生、CREM 通路、视黄醇代谢通

路、雌激素和雄激素信号通路等，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协同的作用特点。众多学

者从神经递质水平调节、基因蛋白表达、肠道菌群、细胞免疫学等方面揭示了归脾汤的药理作用机制。

从早期的临床研究到借助现代药理学的生物学机制及循证医学研究，充分展现了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 

5. 小结 

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了近 20 年来归脾汤研究现状、发展脉络及研究热点前沿。从可视化

结果分析，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研究和基于分子生物学的抗抑郁、改善认知学习能力、睡眠障碍及免疫调

节的作用靶点及机制探索是归脾汤的研究热点，但大都局限于单一靶点和通路，研究较分散，尚缺乏系

统网络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该领域研究虽然涉及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动物实验，但高质量的 RCT、
单方/复方成分及活性成分和量效关系学等基础研究薄弱。此外，研究热点时限短暂，缺乏长久专一深入

的核心研究主题。建议该领域作者和研究机构间加强合作，形成长期、稳定、跨地域的作者和研究合作

网络，加强从心脾论治的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借助现代医学信息学和现代药理学手段的归脾汤作用机制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服务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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