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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研究热点与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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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摇 目的摇 梳理国内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引起的肺炎相关中医药研究袁揭示该领域的热点主题和发展

趋势遥 方法摇 以 2020 年 3 月 10 日前收录在CNKI 数据库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研究成果网络首发平台冶
有关中医药研究的学术论文为文献样本袁借助 BICOMB 及 SPSS 软件进行文献信息挖掘袁并对高频关键词

进行共词聚类和主题战略坐标分析遥 结果摇 共检索到文献共 320 篇袁高频关键词 34 个袁中医药防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研究领域的 4 大热点为院中医药理论尧中医药防治过程及信息挖掘尧中医药作用机制及调护尧中西

医结合临床研究遥 结论摇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受到了国内学者和机构多角度的探讨袁可结合目前薄弱领域

进一步加强研究袁以期提高中医药防治新冠病毒肺炎的整体水平遥
关键词摇 中医药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曰 文献计量学曰 共词聚类曰 战略坐标

The Hotspot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ovel Coro鄄
navirus Pneumonia Based on Bibliometrics Method 摇 ZHANG Ying1袁 JI Cong鄄hua2袁 LI Qiu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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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Objective摇 To review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corona virus disease鄄19 渊COVID鄄19冤 and
resulted pneumonia trea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渊TCM冤 in China袁 thus revealing the hotpot
theme and trend in this field. Methods摇 Literatures were collected from academic paper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渊CNKI冤 database before March 10袁 2020袁 and the co鄄world clustering and theme
strategic coordinates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by taking BICOMB and SPSS software as literature informa鄄
tion mining. Results摇 A total of 320 literatures and 34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were searched袁 and 4 ma鄄
jor hotpots in this field were summarized as院 渊1冤 theories of TCM曰 渊2冤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cess
and information mining by TCM曰 渊3冤 mechanism and nursing of TCM曰 渊4冤 clinical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various angles. Conclusions摇 Treating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by TCM were studied by domestic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Further studies c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weak areas袁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TCM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NCP.

KEYWORDS摇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曰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曰 bibliometrics曰 co鄄world
clustering曰 strategic coor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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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渊novel coronavirus pneu鄄
monia袁 NCP冤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渊coronavirus
disease鄄19袁 COVID鄄19冤感染导致的急性呼吸道烈性

传染病袁危害严重咱1暂遥 自首次发现以来袁在短短几个

月的时间内袁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遥 我国

已将 NCP 纳入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曳规定

的乙类传染病袁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管理措

施咱2暂遥 WHO 将 NCP 疫情列为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冶 咱3暂 遥 目前 NCP 传播迅速袁疫情紧急袁形势

严峻袁且尚无确切有效的预防性疫苗及抗病毒治疗药

物遥 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

验袁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袁有关中医药防治新冠

肺炎的研究越来越广泛遥 对目前相关的研究论文进行

定量分析袁可以有效掌握研究现状和热点领域袁从而指

导未来的深入研究遥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学工具袁通过

共词聚类分析和主题战略坐标分析方法对国内中医药

防治新冠肺炎领域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袁帮助研究人员

把握热点主题和发展趋势袁为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中医

药防治新冠肺炎研究水平提供指导遥
资料与方法

1摇 一般资料摇 在中国知网渊CNKI冤数据库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研究成果网络首发平台冶中检索中

医药治疗新冠病毒肺炎领域的相关学术期刊论文袁时
间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袁检索结果导出至 Note Ex鄄
press 文献管理软件遥 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袁进一步

对其进行人工筛选袁剔除重复论文尧非新冠肺炎尧会议

访谈等不符合本次研究标准的文献袁确定最终的有效

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遥 由于各文献作者所使用的关键词

存在不规范性袁所以对关键词加以规范袁合并同义词尧
近义词以及中英文不同写法等袁用通用的关键词统一

命名咱4暂 遥 文献筛选及关键词提取由两名研究人员独

立完成遥
2摇 统计分析方法 摇 采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 BI鄄

COMB 2郾 0 软件和 SPSS 22郾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首先提取并统计文献的发表期刊尧作者机构尧关键词

等曰从提取的关键词列表中删除野新型冠状病毒冶 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冶尧中医药冶及其同义词袁将剩余的关

键词按照出现频次降序排列袁根据 Donohue JC咱5暂 提

出的高频词界定公式院T=渊原1+ 8伊I 冤 /2冤计算得到的

T 值即高频关键词个数遥 进一步采用 BICOMB 软件

构造高频关键词词频矩阵和共现矩阵袁并将矩阵结果

导入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袁得出高频关键词聚类

树状图遥 根据树状图划分关键词类簇并归纳研究主题袁

计算各研究主题的向心度和密度袁绘制主题战略坐

标图遥
结摇 摇 果

1摇 基本情况分析摇 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袁在
CNKI 数据库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研究成果网络

首发平台冶检索到目标论文 328 篇袁经过去除重复项尧
删除不相关项等文献清洗和预处理后袁最终得到相关

研究的有效文献 320 篇遥
1郾 1摇 发表时间分布渊图 1冤 摇 提取相关研究的网

络发表日期袁汇总论文数量袁并结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每日疫情最新情况报道袁绘制日期原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数原累计发表篇数双 Y 轴折线图渊详见图 1冤袁其中

左侧 Y 轴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袁右侧 Y 轴为累计发

表篇数遥 从日期原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原累计发表篇

数双 Y 轴折线图中可以看出袁国内中医药防治新冠肺

炎研究论文首发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袁随着疫情越来

越严重尧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的不断增加袁日累计发

文量也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遥

图 1摇 国内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研究日累计发文量与

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趋势比较

1郾 2摇 发表期刊分布渊表 1冤 摇 所有中医药防治新

冠肺炎密切相关论文刊载在 51 个学术期刊中袁载文量

为 7 篇及以上的有 14 个袁占所有期刊合计载文量

的 72郾 50%遥
1郾 3摇 作者机构分布渊表 2冤 摇 提取论文的作者机

构袁发文量 5 篇及以上的有 15 个袁占所有期刊合计载

文量的 60郾 63%遥
2摇 共词聚类分析和主题战略坐标分析渊表 3袁图

2尧3冤摇 320 篇文章经过计算获得高频关键词 34 个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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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研究期刊载文量统计

序号 期刊名称
出现
频次

百分比
渊%冤

累计百分比
渊%冤

1 世界中医药 33 10援 31 10援 31
2 中医杂志 29 9援 06 19援 37
3 中草药 27 8援 44 27援 81
4 中医学报 26 8援 13 35援 94
5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 5援 94 41援 87
6 北京中医药 16 5援 00 46援 87
7 中国中药杂志 15 4援 69 51援 56
8 天津中医药 15 4援 69 56援 25
9 中华中医药学刊 11 3援 44 59援 69
10 中医临床研究 9 2援 81 62援 50
11 中药药理与临床 9 2援 81 65援 31
12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8 2援 50 67援 81
13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8 2援 50 70援 31
14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7 2援 19 72援 50

频词词频下限为 9 次遥 其中袁病因病机尧辨证施治尧病
例分析尧治则治法出现频次最高袁逸9 次的高频词累计

出现百分比为 68郾 52%遥
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袁最终分为 4 个主题

类簇袁概括为院中医药理论渊包括病因病机尧辨证施治尧
治则治法尧分期尧温病学尧伤寒论尧五运六气尧病名尧名老

中医经验 9 部分冤尧中医药防治过程及信息挖掘渊包括

病例分析尧临床特征尧诊疗方案尧中医证候尧重症尧预防尧
治未病尧文献挖掘尧数据挖掘尧用药规律尧聚类算法尧关
联规则 12 部分冤尧中医药作用机制及调护渊包括方剂尧
中草药尧作用机制尧炎性反应尧分子对接尧网络药理学尧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尧针灸疗法尧调护尧心理尧防控策略

及措施 11 部分冤尧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渊包括中西医

结合尧临床研究 2 部分冤遥 详见图 2遥
以聚类树状图为参考袁将 34 个高频词归纳为 4

个主题类簇袁计算 4 个主题类簇的向心度和密度袁并
绘制主题战略坐标图袁详见图 3遥 该图用以揭示各主

题在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发展阶

段袁横轴向心度反映一个主题与其他主题之间联系

的紧密程度袁纵轴密度反映一个主题维持和发展自

身的能力咱6暂 遥
讨摇 摇 论

当前袁我国乃至全球仍然处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关

键阶段袁中医药防治在与新冠肺炎的斗争中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袁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遥 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袁在 CNKI 数据库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专题研究成果网络首发平台冶检索到的 320 篇有效

论文遥 并且随着疫情的逐渐加重袁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

表 2摇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研究第一作者机构分布统计

序号 一级机构
二级
机构

出现
频次

百分比
渊%冤

累计百
分比渊%冤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35 10援 94 10援 94
西苑医院 6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7
中药研究所 5
广安门医院 5
望京医院 5
眼科医院 2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1
其他 4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24 7援 50 18援 44
东直门医院 6
其他 18

3 上海中医药大学 22 6援 88 25援 31
附属龙华医院 8
附属曙光医院 3
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1
其他 10

4 首都医科大学 16 5援 00 30援 31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6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4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2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2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
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

5 天津中医药大学 16 5援 00 35援 31
第一附属医院 4
第二附属医院 1
其他 11

6 河南中医药大学 15 4援 69 40援 00
第一附属医院 3
第二附属医院 1
其他 11

7 南京中医药大学 14 4援 38 44援 38
附属医院 7
附属南京医院 1
附属苏州市中医医院 1
其他 5

8 湖北中医药大学 11 3援 44 47援 81
附属医院 3
其他 8

9 湖南中医药大学 8 2援 50 50援 31
第一附属医院 1
其他 7

10 成都中医药大学 8 2援 50 52援 81
附属医院 4
其他 4

11 广州中医药大学 5 1援 56 54援 38
第一附属医院 1
第二附属医院 1
附属深圳市宝安中医院 1
其他 2

1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5 1援 56 55援 94
附属同济医院 4
附属协和医院 1

13 辽宁中医药大学 5 1援 56 57援 50
附属医院 1
其他 4

14 山东中医药大学 5 1援 56 59援 06
附属医院 1
其他 4

15 浙江大学 5 1援 56 60援 63
附属第一医院 4
附属儿童医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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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百分比
渊%冤

累计百分比
渊% 冤

1 病因病机 124 9援 69 9援 69
2 辨证施治 88 6援 88 16援 56
3 病例分析 52 4援 06 20援 63
4 治则治法 50 3援 91 24援 53
5 方剂 47 3援 67 28援 20
6 中医分期 47 3援 67 31援 88
7 预防 41 3援 20 35援 08
8 文献挖掘 38 2援 97 38援 05
9 中西医结合 32 2援 50 40援 55
10 温病学 29 2援 27 42援 81
11 五运六气 23 1援 80 44援 61
12 伤寒论 23 1援 80 46援 41
13 临床特征 23 1援 80 48援 20
14 诊疗方案 23 1援 80 50援 00
15 中医证候 20 1援 56 51援 56
16 炎性反应 16 1援 25 52援 81
17 调护 16 1援 25 54援 06
18 病名 14 1援 09 55援 16
19 数据挖掘 14 1援 09 56援 25
20 分子对接 14 1援 09 57援 34
21 用药规律 14 1援 09 58援 44
22 重症 11 0援 86 59援 30
23 治未病 11 0援 86 60援 16
24 聚类算法 11 0援 86 61援 02
25 中草药 11 0援 86 61援 88
26 防控策略/措施 11 0援 86 62援 73
27 网络药理学 11 0援 86 63援 59
28 针灸疗法 9 0援 70 64援 30
29 临床研究 9 0援 70 65援 00
30 关联规则 9 0援 70 65援 70
31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 9 0援 70 66援 41
32 名老中医经验 9 0援 70 67援 11
33 心理 9 0援 70 67援 81
34 作用机制 9 0援 70 68援 52

研究数量与疫情报道确诊病例数量呈现明显的相关趋

势袁但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遥 这些文章刊载在 51 个

中医药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中袁其中以叶世界中医

药曳尧叶中医杂志曳和叶中草药曳这三种刊物刊载量最多遥
从作者的机构分布上来看袁以全国大型知名中医院校

及其医疗机构居多袁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遥 这

些研究在某些领域已日趋成熟袁但在其他一些领域仍

然存在不足遥 定量了解目前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

题和发展态势袁可以为进一步深入强化中医药防治新

冠肺炎研究提供依据遥
共词聚类分析和主题战略坐标分析结果显示袁

34 个高频词可以归纳为 4 个主题类簇袁可概括为以下

4 个研究热点领域遥
1摇 中医药理论 摇 9 个高频关键词遥 自新冠肺炎

发生以来袁有多位学者论述了新冠肺炎的中医病名及

病因病机咱7袁8暂 袁其中医学理论基础多来源于叶素问篇曳尧
叶伤寒论曳尧叶温疫论曳尧叶温热论曳等袁认为该病属中医学

图 2摇 聚类分析结果

图 3摇 战略坐标图

野疫病冶范畴袁因此多以野肺疫冶野温疫冶作为病名遥 结合

五运六气理论渊运气学说冤分析其病因病机及其发病

特点咱9暂 袁认为其具有寒尧湿尧热尧毒尧痰尧滞尧结尧瘀尧燥尧
虚等不同的变化遥 中医分期主要分为初期 渊寒湿郁

肺冤尧中期渊疫毒闭肺冤尧重症期渊内闭外脱冤尧恢复期渊肺
脾气虚冤等四个时期咱10暂袁根据不同中医分期进行辨证

论治袁治则宜取散寒尧化湿尧清热尧解毒尧祛痰尧导滞尧攻
结尧化瘀尧润燥尧补虚等法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分期

不同分型下的多种推荐药方咱11暂遥 这些都是基于中医

学扎实的基础理论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之上治疗疫病的

总结袁相关研究已基本成熟遥 该主题类簇处于战略坐

标第一象限袁可见与其他主题普遍具有较强联系袁且主

题自身也具有较强的发展能力遥
2摇 中医药防治过程及信息挖掘摇 12 个高频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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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遥 病例分析以临床新冠患者病案为例袁结合其主要

临床特征袁包括舌象尧CT 影像学检查等袁按照全国及

各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诊疗方案进行

辨证施治袁并评价其效果咱12原14暂遥 尤其是对老年重症患

者给予了特别关注咱15暂 遥 信息挖掘研究主要包括两类袁
一类是基于所收治患者原始数据采集的挖掘遥 张伯礼

院士咱16暂团队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袁采用关联规则尧
熵聚类等数据挖掘技术对天津地区确诊的 88 例 NCP
患者进行了分析袁获得了不同分期的中医证候规律遥
另一类是基于文献检索结果归纳整理进行的挖掘遥 例

如袁庞稳泰等咱17暂 尧王传池等咱18暂 尧于名坤等咱19暂 分别收集

了全国各地区 NCP 的中医药预防及诊疗方案袁对疾病

分期尧辨证论治尧推荐处方尧中成药等信息进行提取并

汇总袁采用频数统计尧关联规则及聚类分析方法进行挖

掘袁获得了预防及治疗的药物配伍规律遥 此外袁中医

野治未病冶理论指导的预防思想也在本次疫情的防控

中得到充分体现袁发挥对普通人群和重点高危人群的

预防作用及确诊人群的野既病防变冶 野愈后防复冶 作

用咱20暂遥 该主题类簇位于第一象限袁可见其与其他主题

的联系及自身发展能力均较好遥
3摇 中医药作用机制及调护 摇 11 个高频关键词遥

该领域主要阐述中草药的药理作用机制袁例如袁基于网

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袁针对疾病潜在靶点虚拟筛选

潜在抑制剂袁通过抑制多种信号通路阻止病毒与血管紧

张素转化酶 2 靶标受体结合袁从而抑制炎症及细胞因子

风暴的发生袁为验证潜在抗新冠病毒中药活性化合物的

作用提供支撑咱21袁22暂遥 此外袁中医特色针刺尧艾灸尧熏蒸

疗法也在本次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咱23暂 遥 调护方面袁不仅重视疾病康复袁而且把心理调护

纳入后遗症的防控措施咱24暂遥 该主题类簇处于战略坐标

第四象限袁向心度和密度均较低袁说明该主题与其他主

题联系不甚紧密袁且主题自身仍有待发展遥
4摇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 摇 2 个高频关键词遥 因

NCP 疫情发生发展迅速袁目前尚未发现经过 RCT 严格

验证的确切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袁因此已开展的临床研究

以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对比常规治疗组为主咱25暂袁疗效判

定主要围绕症状的改善尧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等遥 仅仅

能为临床治疗该病提供初步研究证据袁且多数研究仍然

存在方法学上的缺陷遥 刘建平等咱26暂 从科研设计的角

度袁结合新发突发传染病特点袁对中医药参与 COVID鄄
19 救治的临床科研提出策略建议和方法学参考袁期望

得出科学可信的证据袁为中医药参与重大突发传染病的

防治提供循证决策依据遥 中医药临床试验注册登记研

究方面袁目前仍然存在众多不足遥 王辉等咱27暂 检索了 49

个中国及美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新冠肺炎中医药

相关临床研究方案袁结果表明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临

床研究响应快速袁当前注册方案涵盖了疾病预防尧治疗

和康复全过程遥 但存在人群定义不清袁研究目标不明

确袁干预方案需要细化袁疗效评价指标需要优化等问题曰
另外袁需要考虑疫情救治的实际困难和工作负担袁在符

合医学伦理条件下袁优化流程袁提高研究方案的可操作

性遥 该主题类簇处于战略坐标第四象限袁类簇向心度一

般袁说明其与其他类簇主题具有一定的联系曰类簇密度

较低袁说明其发展尚不成熟袁有待完善遥
中医药在本次应对新冠疫情需求方面做出了及时

的响应袁并积极参与到疫情的防控工作中来袁从中医药

基础理论尧防治过程尧作用机制尧临床研究等多方面开

展研究袁为国家战胜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防控经

验遥 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袁例如在中医药作用机制及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遥 临

床研究的科学性和治疗药物的有效性是新冠肺炎的两

大主题遥 一方面袁由于疫情的紧迫性以及中医药临床

研究的特殊性袁为 RCT 的开展带来了挑战曰另一方面袁
中药的作用机制仍需要通过基础实验进行验证遥 但是

目前中医药在这两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尚缺乏遥 今后可

在这两大领域进行深入探讨遥
共词聚类分析是文献计量学中常见的统计方法袁目

前广泛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咱28暂遥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发表期刊尧作者机构尧关键词等

的统计和提取袁对高频关键词词篇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和

主题战略坐标分析袁从而揭示国内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

研究的关注热点及发展趋势遥 但本次研究仅选取了

CNKI 数据库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研究成果网络首

发平台冶中的文献袁并未对其他国内及国外数据库文献

进行分析袁且时间仅截止到 3 月 10日袁可能导致数据分

析不够全面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袁今后可扩大检索时间

及范围做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本文旨在全面把握目前中

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研究的总体特征和最新动态袁为未来

进一步深入此类研究提供参考遥
利益冲突院 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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