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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知识图谱技术，分析1994~2024年中医药抗衰老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为该领

域的未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文献来源，检索近三十年间发表的关于中医

药抗衰老的中文文献，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发文量、作者合作、高频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纳

入673篇文献，年发文量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赵彩娇、于献春、韩景献等是发文量较高的作者；频次

较高的关键词包括衰老、艾灸、中医药等；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中医药药理作用及中医疗法抗衰老作用

机制研究，以动物实验和分子机制研究为主。结论：目前中医药抗衰老领域存在合作度不足，研究形式

单一等情况，应扩大合作网络规模，开展更多形式的高质量研究，发挥传统医药的价值，促进该领域研

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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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ing knowledge graph technology,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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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anti-aging 
from 1994 to 2024,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endeavors in 
this domain. Method: Taking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s the 
source of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anti-ag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b-
lish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as retrieved. Visual analyses of the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 
collaborations,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s were conducted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673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generally exhibited a fluc-
tuating upward trend. Coope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was relatively scarce; authors such as Zhao 
Caijiao, Yu Xianchun, and Han Jingxian had a relatively higher publication volume; frequently oc-
curring keywords included aging, moxibus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tc.; the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centered on the study of the anti-aging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imarily based on animal experiment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studies. Conclusion: At present, 
in the domain of anti-ag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like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and a single research modality. It is imperative to enlarge the scale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undertake more forms of high-quality research, exert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facilitate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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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衰老是人类在成熟期后随增龄而发生的机体正常形态和功能的退行性改变[1]，随着世界范围内人类

生育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衰老成为科学界广泛关注的议题。 
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可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并通

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2]。本研究采

用 CiteSpace 6.3.1 软件对 1994.01.01~2024.04.01 近三十年间发表在中国知网(CNKI)的关于中医药抗衰老

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析，通过对多个节点的可视化分析，探索其研究现状、热点以及发展前

景，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材料与方法 

2.1. 文献来源 

选择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采用 CiteSpace 软件(6.3.1 版本)进行分析。检索式：主

题 = (“中医药”OR“中西医”OR“针刺”OR“艾灸”OR“穴位埋线”OR“穴位注射”OR“推拿”OR
“食疗”OR“中药面膜”OR“中药精油”) AND 主题 = (“衰老”OR“抗衰老”OR“皮肤衰老”OR“细

胞衰老”)，选择文献类型为期刊文献，发表时间为 1994.01.01~2024.04.01 之间，共检索到 917 篇文献。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检索策略的与中医药抗衰老研究相关的文献，如与中医药相关的中药、针灸、推拿

等对抗衰老领域的动物实验、成分研究、临床研究等文献；限定语种为中文。排除标准：检索出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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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重复发表的文献；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信息不完整的文献。 

2.3. 研究方法 

检索得出的文献根据纳排标准以及题目、关键词、期刊名称、发表日期、摘要等信息对文献进行人

工筛选，最终得到 673 篇有效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6.3.1 版本)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及可视化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对纳入的 673 篇文献进行分析作图，得出近三十年来的发文量图(见图 1)。近 30 年中医药抗衰老领

域相关研究的年发文量总体呈波动性上升趋势。1994~2001 年整体发文量较低，2002~2011 年呈波动上升

趋势，至 2011 年达最高峰，年发文量为 36 篇，2012~2023 年整体年发文量较之前有所下降，总体趋势较

为平缓，稳中有升。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graph 
图 1. 年度发文量图 

3.2. 作者分析 

 
Figure 2. Creating a map of collaborative author networks 
图 2. 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11465


温青 等 
 

 

DOI: 10.12677/tcm.2024.1311465 3141 中医学 
 

 
Figure 3. List of the top 20 authors i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图 3. 发文量排名前 20 位作者表 

 
通过 CiteSpace 软件绘制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可视化图谱(见图 2)，共包括 200 个节点和 219 条连线，

网络密度 0.011。对纳入文献的发文量排名前 20 位作者进行统计(见图 3)。其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为赵

彩娇(16 篇)。研究作者间形成了多个合作团队，赵彩娇团队主要从事艾灸“足三里”穴[3]、朱琏缓慢捻

进法[4]及灵龟八法抗衰老[5]的研究；于建春、韩景献、丁晓蓉、于涛、刘庆忠团队主要从事针刺对衰老

相关基因表达影响[6] [7]的研究；赵利华、王进声、韦良玉、陈煌团队主要从事艾柱灸及电针减轻 D-半
乳糖氧化损伤抗衰老[8] [9]的研究；李亚东、高洪泉、朱梅团队主要从事针刺“足三里”、“关元”穴抗

氧化延缓衰老[10] [11]的研究；吴焕淦、赵琛、崔云华团队主要从事温和灸“肾俞”穴[12] [13]抗衰老的

研究。 

3.3. 关键词分析 

3.3.1. 关键词共现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11465


温青 等 
 

 

DOI: 10.12677/tcm.2024.1311465 3142 中医学 
 

 
Figure 5. List of top 20 keywords in frequency ranking 
图 5. 频次排名前 20 位关键词表 

 
关键词是论文的凝练，其出现频率可反映某一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14]。对纳入文献进行关键词

网络共现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对出现频次在前 20 位的关键词进行统计(见图 5)。关键词

共现网络共包括 245 个节点和 284 条连线，网络密度 0.0095。对关键词进行分析，除衰老本身及相关词

之外主要可分为两类，中医治法方面如中医药、艾灸、针刺、足三里、关元等；实验研究方面如丙二醇、

自由基、免疫功能、大鼠、作用机制等。 

3.3.2. 关键词聚类 

 
Figure6. Keywords clustering map 
图 6.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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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一般而

言，Q 值一般在[0, 1)区间内，Q > 0.3 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 S 值在 0.7 时，聚类是

高效率令人信服的[2]。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对 245 个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共形成了 11 个有代表性的

聚类结果，聚类大小与序号成反比(见图 6)。模块值 Q = 0.791，平均轮廓值 S = 0.934，表明聚类结构显

著且可信度高。 
以年份为 X 轴，所得的聚类数据为 Y 轴，绘制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 7)。聚类#0 中药的研究时间跨

度最长。#7 针刺和#11 动物模型起步较晚。聚类#0 中药 2020 年来频繁出现关键词节点，且有大量关键

词之间的连线，说明中药相关研究近年来较为热门。 
 

 
Figure 7. Keywords Time chart 
图 7. 关键词时间线图 

3.3.3. 关键词突现 

 
Figure 8. Key words emergence map 
图 8. 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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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现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设置文献 γ参数为 0.7，Minimum Duration 为

1，得到 16 个爆发词(见图 8)。Begin、End 代表关键词起止时间。分析关键词图谱可知，1995~2010 年研

究主要集中在针刺穴位抗氧化的实验研究，2011~2017 年研究加入艾灸的研究，2018 年后研究热点为衰

老机制和中医药的药理研究，细胞衰老、中医药、药理作用持续至今，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热点。 

4. 讨论 

我国传统医学早在《黄帝内经》中已经提出“养生”的方法，通过调摄起居、饮食、情志等方面来延

缓衰老，以达到“天人合一”、“形与神俱”。我国古人以辩证、朴素的唯物思想，开展对衰老和延年益

寿的理论研究，形成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大量医药理论著作，积累了大量的抗衰老实践经验

[15]。年度发文量方面，近年来发文量波动上升，近两年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发文作者合作图谱显示，作

者间合作较多，形成了数个合作研究团队，但高发文量的核心作者之间合作较少。 
通过分析关键词共现及聚类结果可知，当前研究热点从内容上来看主要为中药药理作用研究及中医

特色疗法的作用机制研究，其中药物主要为补益类中药，中医疗法主要为针灸、推拿等，涉及各类如卵

巢、子宫、椎间盘、睾丸等机体衰老以及各类如老年糖尿病、老年性耳聋、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等老年性

疾病。从文章类型上来看主要集中于实验研究，其次为相关文献综述及数据分析，还有部分中医理论探

讨。实验研究以动物实验为主，包含少量细胞实验及临床试验，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动物试验存在重复度

高，缺乏创新性、前沿性等问题，而细胞实验及临床试验较少，临床试验大多存在样本量小、指标不规

范等问题，中医药临床试验中除少量血清学指标外，大多以各类症状改变为观察指标，多使用各类评分

量表，无法具体量化，带有主观性。细胞实验及动物实验中基因和蛋白表达、端粒长度等成为近两年来

的新研究热点。 
我国传统医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目前中医药抗衰老领域研究多为动物实验、分子机制研究，研究

质量低，重复度较高，一方面缺乏对中医典籍与中医古方的挖掘，一方面缺乏高质量细胞实验及临床试

验。只有深入挖掘传统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研究，由动物实验、细胞实验逐步发展至临床实验，才能使

中医药抗衰老真正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价值。此外，当前中医药抗衰老领域研究中，缺乏中医情志理论及

基于情志理论的抗衰老相关研究，可以作为将来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同时中医典籍之中也不乏

各类养生方药，可也作为具有保健价值和药用价值的功能性食品加以开发。 

5. 小结 

本文应用 CiteSpace 软件对 1994~2024 年三十年间发表在 CNKI 上的 673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

析了该领域目前的合作网络、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发文量近年来持续升高，但存在重复度高、核心作

者合作较少等情况，以动物实验为主的分子机制和中医药药理作用研究是目前的前沿热点研究。对此，

建议加强交流合作，扩大合作网络规模，开展更多形式的高质量研究，深入挖掘中医药传统宝库价值，

以期产生创新性研究成果。综上，本研究虽存在不足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

研究趋势，也揭示了该领域当前研究现状的缺陷，希望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方向参考，推动该领域

研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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