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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杜仲(Eucommia ulmoides)富含黄酮类、杜仲胶、环烯醚萜类等成分,因其独特的药理活性而备

受关注。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的270篇杜仲药理学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生成了关键词共现

图、关键词时区图、作者合作网络图,探讨其研究动态与热点问题。结果发现,杜仲在抗炎、降压和抗氧

化等领域有较大潜力,目前杜仲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理化成分的分析,对其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和药

代动力学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目前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少数核心学者和机构手中,因此,应加强国内

外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杜仲药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挖掘杜仲在未来临床应用和药物开发方面的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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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commia ulmoides is rich in flavonoids, gutcha gum, iridoid and other components, and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uniqu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Based on 270 literatures related to 

Eucommia pharmacology in CNKI database,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generate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keyword time zone map and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hot iss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ucommia ha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ields of anti-inflammatory, 

antihypertension and antioxidant, etc.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Eucommia mainl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basic physicochemical components, and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its metabolic process and pharmacokinetics in 

human bod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force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core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ucommia pharmacology research, and tap the potential of Eucommia 

in futur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dru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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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Eucommia ulmoides)又名胶木,是杜仲科、杜仲属植

物,树皮、树叶可以入药,富含黄酮类、桃叶珊瑚苷和杜仲胶等

成分,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中药材,其在传统医学和现代

药理研究中的应用使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近年来,

杜仲的药理学研究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其在现代

医学和保健领域的应用前景值得进一步探索。 

1 杜仲的药理作用 

杜仲的主要活性成分包括杜仲苷、杜仲酚等,这些活性成分

在抗氧化、抗炎和降血压方面表现突出。杜仲苷通过抑制自由

基的生成,增强机体的抗氧化能力,从而减缓细胞的衰老。杜仲

酚则具有较好的抗炎作用,能够有效抑制促炎因子的释放,帮助

缓解由慢性炎症引发的关节炎和心血管疾病等。陈周祺(2024)

指出,杜仲提取物对慢性炎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能够显著降

低体内的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介素-6水平,并改善患者的临床

症状。张睿哲等(2024)在临床研究中发现,杜仲能够有效降低高

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证实了其在心血管健康方面的应用潜力。

本研究基于270篇相关文献,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

析,揭示了杜仲药理作用的应用前景,以及其活性成分的作用机

制,从而进一步探索杜仲药材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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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以“杜仲药理学”为关键词,

“学术期刊”为文献类型进行高级检索。共获得270篇相关文献,

将文献以“Refworks”的格式导出保存,作为数据分析的样本。 

2.2研究方法  

以“杜仲化学成分”为检索词,对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

CNKI检索条件设定：杜仲(精确),关键词：化学成分,检索范围：

期刊论文；检索时间跨度：1985—2024,检索得到737篇文献,

进一步检索获得与“杜仲药理应用”有关文献,共270篇,将检索

获得的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以“download_XX”命

名保存,最后通过CiteSpace 6.3.R1软件绘制可视化图谱。参数

设置：时间跨度1985-2024年；节点样式分别选择关键词、机构、

作者。根据以上设置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关于杜仲药理学研究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时区图、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并对其

加以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中包括353个节点,823条连线,Density=0.0132,网络密

度较高。结合图谱和检索词进一步梳理,包括杜仲的化学成分和

作用机制(关键词为化学成分、作用机制)；杜仲的提取、制备

工艺研究(关键词为提取、纯化)；杜仲的药理作用和生物活性

研究(关键词为药理作用、抗氧化、总黄酮、抗氧化活性、松脂

醇二葡萄糖苷、绿原酸)；杜仲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研究(关键词

为网络药理学、骨质疏松)。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有杜仲、杜仲

叶、化学成分、抗氧化、网络药理学,提示文献侧重于杜仲的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 

 

图3.1关键词共现 

3.2关键词时区图 

节点的大小通常表示该关键词在特定时间段内的出现频率,

节点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在该时间段内被提及得越频繁。中文文

献分析图中,N=129,表明有129个的关键词。E=302,表示有302

次关联记录。从时间线看,1997年以后杜仲药理活性和化学成分

成为研究热点,侧重于保健品和药用产品的加工应用；2006年起

绿原酸、黄酮、α-葡萄糖苷酶、松脂醇二葡萄糖苷等的成功提

取拓展了杜仲研究的深度,揭示了杜仲抗氧化、抗肿瘤、抗补体

活性等作用原理,研究方向转变为杜仲生物活性以及药理作用；

2018年开始杜仲研究从宏观向微观转变,分子机制以及网络药

理学研究热度空前提高,杜仲的抗炎、降血压、免疫调节等作用

掀起了对于骨质疏松症、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炎、高血压

等病症的研究热潮。 

 

图3.2关键词时区 

3.3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作者合作网络图展示了杜仲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作者,

并挖掘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间接反映了作者在该领域的

影响力。图谱中N=378,意味着有378个作者。E=407,表示有407

次合作记录。Density=0.0057,这意味着只有0.57%实际上存在

合作。分析可得,显示赵善廷、朱晓岩、丁丽琴、闫建昆、崔恩

慧等发文量最多,其中朱晓岩、赵善廷、崔恩慧多次合作研究杜

仲提取物的作用；丁丽琴、闫建昆、邱峰多次合作研究杜仲的

化学成分。形成多个团队,但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合作较少,零星

研究比重大,缺乏合作平台,资源共享效果差。 

 

图3.3作者合作网络 

4 讨论 

杜仲因其独特的药用潜力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为了

全面掌握杜仲的研究动态和热点,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

法,对来自CNKI数据库的文献运用Citespace工具进行可视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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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获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结果,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 

根据关键词的分析,杜仲的炮制为1999-2006年的研究热点,

有利于杜仲化学成分的提取,为研究药理作用创造可能性。2004 

-2016抗氧化、绿原酸、提取等成为研究热点,有望开发一种能

够降低血压、延缓衰老的功能性食品或药物。2016-2024年杜仲

研究热点趋向于微观分子研究,分子机制、分子对接研究方面潜

力无限,有望解答杜仲化学成分工作原理,从而更好的将杜仲用

于药学领域。未来的杜仲药理学可能会加强杜仲在人体内的代

谢过程和药代动力学研究,为精准用药和个体化治疗提供科学

依据。其次,将深入探讨杜仲的药理作用,特别是其抗炎、降压

和抗氧化作用的分子机制,为新药开发提供理论基础。 

目前杜仲药理学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少数核心学者手中,

应加强机构和研究者间的交流合作,分享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

共同推动杜仲药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促进

国际学术组织合作,推动杜仲药理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尽管目前对杜仲的生理活性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其临床研究及应用上的局限性仍然明显。并且其药理作用机

制尚未完全明确,许多目标靶点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晰。应大力推

动其医药产品的研发,积极开展安全科学的临床试验,精准解析

杜仲的生物活性机制、构效关系以及药动学,这不仅能够确保产

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更能促进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

与发展,有望将杜仲开发成为治疗高血压、骨质疏松、抗氧化等

方面的辅助药物。 

5 结论 

通过对270篇关于杜仲药理学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本研

究借助CiteSpace软件生成三大图谱,全面揭示了杜仲药理学研

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作者合作网络图显示了研究者的合作模

式,虽然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少数核心学者手中,但跨机构合作

仍有提升空间。关键词共现图表明,在杜仲抗炎、降压、抗氧化

等方面是研究的主要焦点。时间图显示出近年来对杜仲相关研

究的持续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其药理机制及临床应用上的探索

逐渐深化。总体来看,杜仲药理学研究正朝着多学科交叉、国际

化合作的方向发展,未来在临床应用和药物开发方面具有更大

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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