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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研究领域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的

文献计量学分析

张鸿嫣#

$卢圣锋!

$孙志岭#

$徐桂华&

摘要$目的$分析近
#"

年蛋白质组学在针灸研究领域应用的文献特征和研究现状!为进一步深化该组

学技术在针灸研究领域应用提供借鉴" 方法$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H-I,9J

#

,9J.>K9

数据库为资料来源!检索
!""5

年
#

月$

!"#:

年
#!

月收录的针灸研究领域应用蛋白质

组学技术的文献"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其文献特征及研究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纳入文献

6#

篇!期刊文献
$"

篇!会议论文
4

篇!学位论文
!&

篇"

$"

篇期刊文献分布在
5%

种期刊杂志!其中
:$

篇发

表在核心杂志!文献内容以针灸理论%经穴脏腑相关&和作用机制为研究热点!涉及
#6

种疾病模型%以胃黏

膜损伤#脑缺血#脊髓损伤为主&!

:#

篇%

$6

!

4$L

&文献采用基于凝胶的双向电泳技术" 结论$蛋白质组学

技术在针灸研究领域应用较为广泛!较好地促进了经穴脏腑相关理论和针灸作用机制研究!值得对其研究深

度和广度进行拓展"

关键词$蛋白质组学'针灸疗法'文献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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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学是生命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针灸效应是

一种生命活动现象+ 按照'

E3O

"

S3O

"蛋白质"功

能(级联!可以清楚的看出!生命活动是建立在蛋白质

及其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信息传导过程+ 因此!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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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能更加直观的揭示生命活动本质!也将是研究针灸

作用机制的最佳途径+

针灸作用具有多靶点,多水平,多层次及整体性,

综合性调节特点!其机制研究已从单个或几个基因,一

种或几种蛋白的研究模式!逐渐向以'组学(技术为代

表的整体水平研究模式整体迈进!其中以蛋白质组学

技术首当其冲+ 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该技术在针灸

研究中应有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故笔者利用文献计量

学方法!对近
#"

年针灸研究领域应用蛋白质组学技

术的文献进行评析!以了解其应用现状和进展!为今后

使用该技术为针灸研究服务提供借鉴+

资料与方法

#

$文献来源和检索方法$检索日期限定为
!""5

年
#

月-

!"#:

年
#!

月!限定'蛋白质组学(,'蛋白组

学(在'全部字段(!以'针灸(,'针刺(,'针(,'灸(,'艾

灸(为主题词!分别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以 '

=D-R-KDM-N9

(,'

<1?>I-P

#

M>1K

(,'

RN1M91<>DP

(为检索词!分别检索
H-I,9J

,

,9J.>K9

数据库+ 通过'滚雪球(方式追查补充文献+

!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应用蛋白质组学技

术进行针灸研究的文献!文献研究类型不限&排除重复

发表文献!文献去重标准为#不同类型的重复文献纳入

优先级顺序为#期刊文献
a

会议文集
a

学位论文!不同

时期的重复文献纳入优先级顺序为#发表时间晚
a

发表

时间早+

&

$资料管理$采用
31M9;?RN9PP&

!

"

软件进行

管理!并使用
;?D9.

制定纳入文献的资料提取表!提取

信息包括#论文题目,发表年份,发表期刊,核心作者,

造模方法,动物取材,刺灸方法,选用穴位,蛋白质组学

技术类型,研究结果等+

结$$果

#

$检索结果$共检索到文献
# 66"

篇+ '滚雪

球(方式追查到
!

篇文献+ 去除重复的文献
!$"

篇&

阅读文献题目及摘要!剔除与主题不相关文献
# $""

篇&阅读全文!剔除与蛋白质组学无关文献
5#

篇&最

终纳入文献
6#

篇+ 其中期刊文献
$"

篇$

$:

!

6&L

%&

会议论文
4

篇$

4

!

%6L

%&学位论文
!&

篇$

!:

!

!%L

%+

!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

!

#

$发表年份数量的分布$图
#

%$从
!""5

年

始!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进行针灸研究在不断增加!其

中
!""6

年达到顶峰!其
!#

篇!随后下降!并处于一个

平台期!约
#"

篇上下波动+

图
#

$针灸研究领域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的

文献年代数量分布

!

!

!

$文献期刊分布$

$"

篇期刊文献发表在
5%

种

期刊杂志!按
!"#!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文核

心期刊目录/筛查!

!:

篇$

5#

!

$%L

%在科技核心期刊发

表&

#4

篇 $

&"L

% 在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发 表&

#&

篇

$

!#

!

$%L

%为
Y')

论文+ 应用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计

算!以每区载文累积量相等将文献分为
&

个区!第
#

区

$

#G&

载文量%即为核心区)

#

*

!本研究核心区包含
$

种期

刊!载文量
#4

篇&非核心区包含
5!

种期刊!载文量
5!

篇!每种期刊载文仅
#

篇+ 核心区期刊及载文量见表
#

+

表
#

$针灸研究领域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

纳入文献核心区期刊分布

序号 期刊名称 载文量$篇%

#

针刺研究
:

!

天津中医药
5

&

上海针灸杂志
&

5

中医杂志
!

: 39-N1PD>9KD9 S9P9=NDA !

$ 7,' '1<R.9<9KM=N/ =KJ O.M9NK=M>\9 ,9J>D>K9 !

!

!

&

$核心作者分布$

$4

篇期刊文献和会议论文

集文献共有
!&:

位作者$所有参与发文的作者%+ 其

中
#%#

位作者发文
#

篇$

%!

!

%%L

%!

&:

位作者发文

!

篇$

#5

!

46L

%!

#&

位作者发文
&

篇$

:

!

:&L

%!

$

位

作者发文
5

篇$

!

!

::L

%!

#"

位作者发文
:

篇及以上

$

5

!

!$L

%+ 发文量居前
#"

位的作者及其所属机构见

表
!

+ 根据普赖斯定律)

!

*

!计算得核心作者最低发文

数为
!

!发文量
!

篇及以上的作者数为
$5

位!发文总

量
:#

篇$

%:L

%!高于核心作者发文量要求的
:"L

+

&

$纳入文献内容特征

&

!

#

$文献实验特征分析$表
&

%$

6#

篇文献中!实

验研究类
%!

篇$

%6

!

#!L

%!临床研究类
&

篇$

&

!

&"L

%!

综述类
#$

篇$

#%

!

:4L

%+

%!

篇实验研究!分为针灸理

论研究 $

:

篇!

$

!

65L

% 和针灸机制研究 $

$%

篇!

6&

!

"$L

%两大主题&涉及
#6

种疾病模型!其中文献量

最多的
&

种疾病模型为胃黏膜损伤,脑缺血,脊髓损伤+

%!

篇实验研究的具体内容分析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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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针灸研究领域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

发文量前
#"

位作者及其所属机构

作者 发文量 机构

严$洁
%

湖南中医药大学

石学敏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温景荣
$

天津中医药大学

赵晓峰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舒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景献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宇
:

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

杨永清
:

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

易受乡
: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英进
:

湖南中医药大学

&

!

!

$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目前蛋白质组学研

究主要基于以下
!

条技术路线#其一是基于凝胶的方

法#即基于双向凝胶电泳$

M^1

#

J><9KP>1K=. 9.9DMN1

#

RA1N9P>P

!

!

#

E;

%!常用与质谱 $

<=PP PR9DMN1<9

#

MN/

!

,Y

%技术相结合+ 其二是不基于凝胶的方法#主

要是基于稳定同位素标签和液相色谱与串联质谱$液

质 联 用!

.>b->J DAN1<=M1@N=RA/ M=KJ9<

#

<=PP

PR9DMN1<9M9N

!

W'

#

,YG,Y

% 技术定量和鉴定蛋白

质)

&

*

+

%:

篇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文献中!

%&

篇文献

对使用的蛋白质组学技术进行详细说明+ 其中
:#

篇

$

$6

!

4$L

% 文 献 采 用 基 于 凝 胶 的 方 法&

!#

篇

$

!4

!

%%L

% 文献采用不基于凝胶的方法!

#

篇

$

#

!

&%L

%文献结合
!

条技术路线开展研究+

讨$$论

文献计量学一个综合性的量化的知识体系!它是

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期刊文

献承载量,作者数!核心期刊等各种特征!用数学与统

计学的方法来得出数据!对某专业学科及领域的研究

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和预测!是目前科学研究中

比较客观的分析预测方法之一)

5

!

:

*

+ 基于该特性!笔

者认为此方法能较好的对针灸研究的某一领域文献进

表
&

$针灸机制实验研究领域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的文献内容分析

研究

模型
篇数

造模方法
G

论文篇数

刺灸方法
G

论文篇数

穴位选用
G

使用频次

动物取材
G

论文篇数
研究目的$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针灸理论

研究

原穴-脏

腑同源性
5

健康
+>PM=N

大鼠
G5

电针
G5

太溪
G5

肾脏组织
G5

肾脏组织与原穴'太溪(之间存在相关物质基础!

具有同源性物质基础

经穴特

异性
&

健康
+>PM=N

大鼠
G&

电针
G&

太溪
G&

太溪穴组织
G&

&

非穴组织
G&

'太溪(穴组织较非穴组织存在蛋白质差异性

针灸机制

研究

胃黏膜

损伤$胃

溃疡%

#:

乙醇灌胃法
G$

&

乙酸涂抹法
G#

&

束缚-冷应激

法
G4

手针
G6

!

艾灸
G&

!

电针
G&

足三里
G #$

&梁门
G #!

&

四白
G4

&中脘
G:

&胃俞
G

!

&后三里,内关, 公

孙
G#

胃黏膜
G#!

&

血清
G&

#

%证实足阳明经与胃的相对特异联系!说明经脉与

脏腑之间存在一定特异性联系+

!

%针灸可调节胃

黏膜损伤大鼠多种特异相关蛋白质差异表达!其作

用与多个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

脑缺血
#&

线拴法

$

,'OF

%

模型
G#&

电针
G6

!

手针
G5

人中
G6

&内关
G$

&百会
G

:

&大椎
G 5

&足三里
G &

&

曲池,水沟,三阴交
G#

海马
G!

&脑基底核
G !

&

血清
G&

&脑皮质
G &

&脑

组织
G&

发现针刺治疗脑缺血的部分靶蛋白!其功能与细

胞生长,分化,周期凋控,信号传导等有关!有些

则功能不清

脊髓

损伤
#"

O..9K

&

P

打 击

法
G$

&自拟手术

损伤
G5

电针
G6

!

手针
G#

大椎,命门
G%

&足三里,

悬钟,伏兔,三阴交
G!

&

至阳,脊中,中枢,悬

枢
G#

损伤段脊髓
G6

&背根神

经节
G#

&大脑皮质
G #

&

失神经支配骨骼肌
G#

&

脊髓横断处组织
G#

观察针刺治疗对脊髓损伤组织中多种蛋白质的

变化与差异表达!探索针刺通过抑制神经细胞凋

亡,调节异常蛋白等途径促进脊髓损伤修复的

过程

阿尔茨

海默病

$

OE

%

:

YO,H4

小

鼠
G:

手针
G:

血海
G:

&膻中,中脘,气

海,血海,足三里
G5

&百

会,肾俞,膈俞
G#

海马脂筏
G!

&

大脑皮层脂筏
G#

&

海马
G!

发现针刺调节
YO,H4

小鼠的差异蛋白质表达!

提示其针刺治疗作用靶点蛋白!验证针刺治疗

OE

的整体调节过程

#

型糖

尿病
& Y*T

诱导
G&

手针
G&

原文无法获取!信息不

可得

胰腺组织
G#

&

血清
G!

发现针刺效应蛋白表达改变!揭示其保护作用涉

及的的多种生物过程!验证针刺对效应蛋白的调

节为双向性,整体性

哮喘
&

卵 清 蛋 白

$

F0O

%致敏和

激发
G&

手针
G&

大椎,风门,肺俞
G&

&膻

中,孔最
G!

&丰隆
G#

血清
G#

&

肺组织
G!

鉴定针刺抗哮喘相关调控蛋白!阐释针刺治疗哮

喘的多靶点效应过程

自发性

高血压
! YUS

大鼠
G!

手针
G!

太冲穴
G!

延髓
G!

挖掘针刺太冲穴降低
YUS

高血压的延髓内分子

机制!涉及多通路激活!多蛋白表达

失眠
!

腹腔注射对氯

苯丙氨酸混悬

液
G!

手针
G!

百会,四神聪,内关,神

门,申脉,照海
G#

脑组织
G!

发现针刺治疗失眠疗效相关的多种蛋白质+ 为探

讨针刺治疗失眠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打下基础

其他$抑郁症,帕金森氏症,关节炎,颅脑损伤,神经性疼痛,干眼病等%共
#5

篇!此部分文献内容集中于针灸治疗效应的差异性蛋白质表达研究!但因疾病类型迥异!

不再赘述

$$备注#

!

篇硕士论文同时进行了原穴-脏腑同源性研究和经穴特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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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方位分析+ 本文通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蛋

白质组学技术在针灸研究领域的应用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蛋白组学技术在针灸研究领域经历
!""6

年小高峰后!趋于平稳状态&相应的研究成果高比例的

发表于本领域的顶级期刊!并初步形成以.针刺研究/

为代表的核心期刊群+ 新技术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

力!核心作者群各自所在的针灸学科学术水平都处于

本领域的前列!这可能与其能积极接受和引入新生技

术开展相应研究密切相关&蛋白组学技术是当前生命

科学研究中常用技术!但在针灸研究领域还未得到全

面普及!这可能与该学科体系的特殊性或蛋白组学技

术自身的特质有关!需要进一步明确+ 研究中也发现

美,韩两国均有此类研究!说明在明确效应的基础上!

开展针灸作用机制研究已然成为各国争夺针灸国际话

语权的途径之一!提示我国学者可加强与国内外同行

的交流!与国际接轨+ 同时!注意加强同行合作!以形

成核心论坛和'权威(的多产作者群体!以利于最终形

成该专业领域的研究核心!取得深入发展)

$

*

+

本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结果显示!目前蛋白质组

学技术主要用于以大,小鼠为载体的实验研究!主要开

展针灸理论研究和针灸作用基础研究!涉及的模型种

类多达
#6

种!其中以胃黏膜损伤,脑缺血,脊髓损伤

最多!这与当前的针灸研究现状密切相符+ 针灸作用

具有典型的整体性,多靶点性!迫切需要开展'组学(

技术为代表的整体,系统研究+ 蛋白质组学技术依靠

其大规模,高通量,高灵敏度的特点!可以从蛋白质水

平探析原穴
!

经脉-脏腑同源性物质基础)

%

*

,验证经

穴较非穴位的特异性)

4

*

,阐释针灸处方各穴位间的组

成原理)

6

*

&发现针灸治疗不同疾病及疾病模型的靶点

蛋白)

#"

!

##

*

!从整体水平挖掘针灸作用的复杂分子生物

学机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技术优势!值得继续开展更

加深入的针灸研究+

然而!蛋白质组学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

其在针灸研究中的应用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从

文献类型看!临床研究文献量远低于实验研究类!提示

该主题研究仍停留于基础研究阶段!医院对其关注度

不够+ $

!

%就研究内容而言!针灸理论研究偏少!缺乏

针灸效应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如证候差异&大多数文

献对研究结果没有进行相应的生物学重复&刺灸选穴

不规范,模型制作不统一,分析方法存在差异,对差异

蛋白点数据挖掘不够等+ 今后!应着重对于差异蛋白

背后生物信息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挖掘!如变化蛋

白在针灸作用中的具体意义!变化蛋白间的相互作用

和关系等+ $

&

%在技术应用方面!

$6

!

4$L

的实验研究

采用双向凝胶电泳的单一技术路线+ 但
!

#

E;

技术路

线存在一些缺陷!影响
!

#

E;

重复性和灵敏度+ 而文

献报道同时将双向电泳结合质谱技术和
>*SOc

标记

液质联用技术联合使用进行蛋白质组学研究!可相互

补充!提高蛋白分离和鉴定能力)

#!

!

#&

*

+ 这些都将是今

后蛋白质组学技术在针灸研究领域应用应该注意的问

题+ 当然!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单靠一种方法,

一种技术是不可能把复杂的针灸理论与针灸作用机制

阐述清楚的!需要融合其他方法!在系统生物学理念

下!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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