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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中医药
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ＤＲ)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ꎮ
方法:基于 ＣＮＫＩ 数据库检索文献ꎬ采用 Ｎｏ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 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文献的年发文量、作者、研究机构、关键
词进行共现、聚类、突现分析ꎬ绘制知识图谱ꎮ
结果:共纳入 ６４３ 篇中文文献ꎬ年发文量呈现波动趋势ꎬ研
究机构以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为
主ꎻ形成了糖尿病、中医药、综述等 ２０ 个高频关键词和芪
明颗粒、数据挖掘等突现关键词ꎻ２０１４ 年开始重点在治疗
方法探索及对中成药疗效的关注ꎻ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研究视角向
症状及多因素分析扩展ꎻ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对证型和疾病阶段
深入研究ꎬ２０１９ 年后突显中医特色疗法和以患者为中心
理念ꎻ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研究方法创新及中医络脉理论成为新
热点ꎮ
结论: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ꎬ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芪明颗粒的应用ꎬ未来发展趋势聚焦于疗
效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索ꎮ 若能够结合不同疗法的联合应
用并开展长期随访的临床研究ꎬ将有望为循证医学提供更
充分的证据支持ꎬ进一步挖掘中医药潜力ꎬ推动其在 ＤＲ
防治领域的创新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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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ＤＲ)是糖尿

病常见的慢性致盲性视网膜微血管疾病ꎬ是人类失明的主
要原因之一ꎬ对人类健康有重大影响[１－３]ꎮ 根据国际糖尿
病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ＩＤＦ)估计 ２０２１ 年
全球 ２０－７９ 岁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１０.５％ (５.３６６ 亿
人)ꎬ２０４５ 年将上升至 １２.２％(７.８３２ 亿人)ꎬ７５－７９ 岁人群
的患病率最高ꎮ ２０２１ 年的数据显示ꎬ全球与糖尿病相关
的医疗支出预计到 ２０４５ 年将达到 １０ ５４０ 亿美元[４]ꎮ 仅在
中国ꎬ２０２１ 年糖尿病患者人数就超过 １.４ 亿ꎬ预计到 ２０４５
年将超过 １.７４ 亿[５]ꎮ 糖尿病患者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出现
任何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症状ꎬ疾病也可能在一段时间保持
无症状ꎬ容易被患者所忽视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ＤＲ 可能会
转变 为 更 具 侵 袭 性 的 增 殖 性 糖 尿 病 视 网 膜 病 变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 ＰＤＲ)ꎬ导致严重的视力
损害甚至失明[６]ꎮ 这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ꎬ也对
医疗系统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１]ꎮ 中医药作为
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ꎬ在 ＤＲ 的治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７－８]ꎮ 众多中医药疗法ꎬ如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等ꎬ在
改善患者症状、延缓病情进展方面显示出一定的潜力[９]ꎮ
然而ꎬ目前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ꎬ缺乏系
统的梳理和分析[１]ꎮ 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医药治疗
ＤＲ 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ꎬ本研究引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这
一可视化分析工具ꎮ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中文文
献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ꎬ本研究系统全面分析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关键作者、核心机构以及知识演进脉络等信
息ꎬ进而探究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新视角和方法ꎬ推动
中医药在 ＤＲ 防治中的应用和发展ꎬ为提高 ＤＲ 的防治水
平贡献力量ꎮ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资料　 本研究考虑到中医药研究的中文文献集中性、
数据库可及性等原因ꎬ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库ꎬ检索条
件:“主题”ꎬ检索式:ＴＳ ＝ (中医 ｏｒ 中药 ｏｒ 中医药 ｏｒ 针药
ｏｒ 针灸 ｏｒ 草药 ｏｒ 中成药 ｏｒ 中草药 ｏｒ 中西医结合 ｏｒ 传统
医药 ｏｒ 民族医药 ｏｒ 祖国医药)ＡＮ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ｏｒ
ＤＲ ｏｒ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ｏｒ 消渴内障)ꎬ学科:“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ꎬ检索时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ꎮ
将检索到的文献导入 Ｎｏ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 软件去重及合并数据ꎬ
剔除会议论文、科普、信息不完整及内容不相关文献ꎬ最终
纳入文献 ６４３ 篇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 数据转换 　 将从中国知网中筛选出的文献使用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格式导出ꎬ在 Ｎｏ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 中进行去重和数据合
并ꎬ以“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１”命名ꎬ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３.Ｒ１ 软件内置
Ｄａｔａ / Ｉｍｐｏｒｔ / Ｅｘｐｏｒ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 功能转换格式ꎮ

１.２.２数据处理　 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３.Ｒ１ 进行数据的处理ꎬ
将时间设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时间切片为“１”ꎬ
节点类型选定关键词、作者、机构ꎬ且选择合适的工具制作
图谱ꎬ进行可视化分析ꎮ 图谱中节点及其名称大小表示其
出现次数ꎬ节点间连线的粗细代表它们联系的密切程度ꎻ
节点年轮厚度与文献的出现频次呈正比ꎻ外圈蓝色的冷色
调到红色的暖色调表示节点时间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ꎮ
２结果
２.１发文量年际变化　 通过分析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发文量
图ꎬ可以为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ꎬ有助于
推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４－２０２４ 年
间发文量呈波动变化(图 １)ꎮ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３ 年发文量较多ꎬ表明这些年份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受到更多关注ꎮ ２０２０ 年ꎬ发文量大幅下降ꎬ可
能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ꎬ导致科研
资源和精力被分散ꎬ或研究进度受到阻碍ꎮ
２.２ 作者共现分析 　 通过对纳入文献进行作者共现分析
(图 ２)ꎬ发现知识图谱中共有 １６４ 个节点ꎬ表明众多作者
参与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ꎬ体现该领域对科研人员的吸
引力及较高研究价值ꎮ 节点间有 ８７ 条连线ꎬ代表学者合
作关系ꎬ线条颜色深浅反映合作时期远近ꎬ颜色深则合作
时间近ꎮ 网络密度为 ０.００６５ꎬ整体合作较为稀疏ꎮ 罗向
霞、徐云生、彭清华、石岩等作者频繁出现ꎬ该领域形成以
他们为核心的三个团队ꎬ团队内部联系紧密且有稳定研究
主题ꎬ但不同团队间合作少ꎮ 共现图谱中有散落独立节
点ꎬ如何慧琴、张富文等学者的研究ꎮ 部分作者间存在一
定合作ꎬ有小合作团体围绕特定课题形成ꎬ带来一定动力
但仍需扩大合作范围ꎮ 从研究活跃度看ꎬ郭海叶等作者出
现频率高ꎬ较活跃且可能具高知名度和影响力ꎮ 因此ꎬ为
推动该领域发展ꎬ建议作者之间应通过学术会议等加强合
作和交流[１０]ꎮ
２.３ 机构共现分析 　 通过将所纳入文献进行机构合作网
络分析(图 ３)ꎬ结果显示知识图谱中 ２５８ 个节点象征不同
的机构ꎬ节点有 １５３ 条连线ꎬ网络密度为 ０.００４６ꎬ这充分说
明机构之间有一定的合作ꎮ 每个节点对应一个机构ꎬ字体
大小与该机构的文献发表数量相关ꎬ节点间的线条表示机
构间的合作关系ꎬ线条粗细则体现合作的强弱程度[１１]ꎮ
图谱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合作ꎬ附属医院
是中医药大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基地ꎬ同一省份的
高校及其附属医院存在一定合作ꎬ如辽宁中医药大学和其
附属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与附属医院ꎮ 尽管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春中
　 　

图 １　 中医药治疗 ＤＲ研究领域发文量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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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医药治疗 ＤＲ研究文献作者共现图ꎮ

图 ３　 中医药治疗 ＤＲ研究机构共现图ꎮ

医院大学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等少数机构
形成四角合作网络ꎬ但这种跨区域合作力度较小ꎬ还未能
形成具有较强凝聚力的科研团体ꎮ 此外ꎬ这些机构分布在
北京、上海、辽宁、山东、甘肃、安徽、湖南、成都、长春等地ꎬ
这表明中医药教育和医疗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分
布[１２]ꎮ 中医药治疗 ＤＲ 前 ５ 名研究机构见表 １ꎮ
２.４关键词分析
２.４.１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是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ꎬ通过
分析高频关键词ꎬ可以推断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１３]ꎮ
本研究通过对纳入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并绘制图谱ꎬ
有 ２４１ 个节点、３５７ 条连线(图 ４)ꎮ 统计前 ２０ 位关键词发

现ꎬ糖尿病出现频次最高达 ６６ 次(表 ２)ꎬ是核心关注点ꎬ
因其作为常见慢性疾病危害大ꎬ吸引众多研究者从中医
药、中药角度探索治疗方法ꎮ 综述出现 ２１ 次ꎬ体现该领域
有较多综合梳理与总结性研究ꎮ 芪明颗粒作为常用中成
药频繁出现ꎬ为中医药治疗糖尿病提供方向ꎬ未来可能加
强对其作用机制等研究ꎮ 临床疗效、临床观察、临床研究
等关键词频次较高ꎬ反映对临床效果的重视ꎬ为实践提供
依据ꎮ 非增殖期、视力等关键词高频出现ꎬ预示未来热点
为早期诊断、视力恢复及综合治疗ꎮ 消渴、消渴目病表明
对糖尿病的中医认识和传统治疗经验受关注ꎮ 疗效、辨证
论治多次出现ꎬ反映对疗效关注及中医核心原则ꎮ 中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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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医药治疗 ＤＲ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图ꎮ

表 １　 中医药治疗 ＤＲ前 ５ 位研究机构统计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篇
１ 辽宁中医药大学 １９
２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１３
３ 成都中医药大学 １０
４ 甘肃中医药大学 ８
５ 山东中医药大学 ８

表 ２　 中医药治疗 ＤＲ文献频次排名居前 ２０ 位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１ ６６ 糖尿病 １１ １４ 临床研究

２ ３１ 中医药 １２ １３ 消渴

３ ２４ 中药 １３ １１ 疗效

４ ２１ 综述 １４ １１ 辨证论治

５ ２０ 芪明颗粒 １５ １０ 中医

６ １７ 临床疗效 １６ １０ 气阴两虚

７ １７ 非增殖期 １７ １０ 中医治疗

８ １７ 视力 １８ ８ 治疗

９ １６ 消渴目病 １９ ８ 临床效果

１０ １５ 临床观察 ２０ ８ 中医证型

中医治疗表明重要地位ꎬ气阴两虚、中医证型、治疗、临床
效果等也受关注ꎬ反映该领域研究重点为病因探讨、治疗
方法探索及效果评估ꎮ 这些关键词共同揭示了中医药在
ＤＲ 治疗中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ꎮ
２.４.２关键词聚类　 通过关键词聚类ꎬ可直观呈现主题间
的内在联系ꎬ共得到 ８ 个聚类:＃０ 糖尿病、＃１ 中医药、＃２
消渴目病、＃３ 视力、＃４ 临床疗效、＃５ 证候、＃６ 数据挖掘、＃７
葛根素、＃８ 综述ꎮ 本研究的聚类平均轮廓值 Ｓ ＝ ０.９０９８ꎬ
Ｓ>０.７ꎬ说明聚类较为高效且值得信服ꎮ 聚类模块值 Ｑ ＝
０.６８５４ꎬＱ>０.３ꎬ意味着聚类结构清晰显著ꎬ见图 ５ꎬＱ 值和
Ｓ 值可以很好地反映图谱的结构和性能ꎮ 糖尿病和中医
药体现了研究领域的主体ꎮ 消渴目病反映中医对该病变

的认识ꎮ 视力凸显对主要症状的关注ꎮ 综述表明有综合
梳理研究ꎮ 证候和数据挖掘可能涉及对不同证型的深入
分析及研究方法ꎮ 临床疗效强调对治疗效果的重视ꎮ 这
些关键词共同反映了该领域从理论认识到临床实践、从症
状关注到疗效评估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研究现
状ꎮ 以糖尿病及视网膜病变为核心ꎬ融合中西医认识拓宽
视野ꎮ 且引入数据挖掘分析证候ꎬ葛根素体现中药成分研
究深入ꎬ综述聚类推动发展ꎬ为该领域开辟新方向[１４]ꎮ
２.４.３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的时间分布可以对变化显
著的突现词进行分析ꎬ进而探讨学科研究前沿与发展动
向ꎮ 在中医药治疗 ＤＲ 领域ꎬ２０１４ 年开始“治疗”突现ꎬ表
明初期重点在治疗方法探索及对中成药疗效的关注ꎻ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视力”“证候”等突显ꎬ研究视角向症状及多
因素分析扩展ꎻ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气阴两虚” “非增殖期”等
体现对证型和疾病阶段深入研究ꎻ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氧化应
激”凸显ꎬ反映发病机制探索结合传统与现代医学ꎻ２０１９
年后“针刺”“生活质量”突显中医特色疗法和以患者为中
心理念ꎻ然而ꎬ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数据挖掘” “络脉”突现ꎬ其
中“数据挖掘”反映了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医药研究中的渗
透ꎬ未来可结合机器学习探索 ＤＲ 的证候规律ꎻ“络脉”突
显中医基础理论与现代病理机制的结合ꎬ表明络脉理论可
能成为机制研究的新思路ꎮ 此外ꎬ“生活质量” (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的持续突现表明研究从单纯疗效评估转向患者
整体健康管理ꎬ符合医学模式转型趋势ꎬ见图 ６ꎮ
２.４.４ 关键词时间线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通过时空排列的方
式ꎬ以文献发表时间为横坐标ꎬ聚类号为纵坐标ꎬ将各聚类
内的关键词如同一条时间线串联起来ꎬ直观呈现单个聚类
中文献的历史跨度以及不同聚类之间的关系ꎬ也反映研究
期间每个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及该领域内研究热点的
演变[１５]ꎮ 关键词时间线图呈现了 ２０１４－２０２４ 年关键词主
要集中于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发展与热点趋势 (图 ７)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ꎬ糖尿病是核心研究对象ꎬ中医药受重视ꎬ关
注治疗及中成药疗效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ꎬ“视力”突出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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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关键词聚类图谱ꎮ

图 ６　 中医药治疗 ＤＲ研究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ꎮ

候”体现证型研究深入ꎬ“氧化应激”探索发病机制ꎬ“数据
挖掘”埋下创新伏笔ꎬ代表研究方法的创新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ꎬ深入研究中医证型和疾病阶段ꎬ“氧化应激”持续受关
注ꎬ“消渴目病”凸显中医理论重要性ꎮ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４ 年ꎬ
“数据挖掘”创新研究方法ꎬ“综述”总结成果ꎬ“葛根素”
体现中药成分研究ꎬ“临床疗效” “证候”研究不断深入ꎮ
综合来看ꎬ研究热点从治疗方法拓展多方面ꎬ未来或围绕
创新方法、证型与机制关系及先进方法挖掘规律ꎬ拓展发
展空间与研究方向[１６]ꎮ
３讨论

近年来ꎬＤＲ 的治疗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ꎬ中医药在
其中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ꎬ本
研究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 ２０１４－２０２４ 年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文

献进行可视化分析ꎬ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趋
势ꎮ 与令娟等[１７]的研究相比ꎬ本研究专注于中医药领域ꎬ
提供 了 更 深 入 的 分 析ꎮ 令 娟 等[１７] 使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分析了全球 ＤＲ 治疗的研究热点ꎬ主要关注国
内外治疗方法ꎮ 此外ꎬ有研究系统回顾了芪明颗粒的作用
机制ꎬ强调了其抗炎和抗氧化特性ꎬ但未涉及研究趋势的
分析[５]ꎮ 本研究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ꎬ预测了未来的研究
方向ꎬ如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中医络脉理论的应用ꎬ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此外ꎬ本研究强调了跨区域合作
的重要性ꎬ提出了加强合作的具体建议ꎬ这与令娟等[１７] 的
研究相比ꎬ更聚焦于中医药领域的合作ꎮ 最后ꎬ本研究提
出了结合不同疗法和开展长期随访试验研究的建议ꎬ强调
了为循证医学提供更充分依据的重要性ꎬ这与以往一些研
究相比ꎬ更注重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和实际效果[１８－１９]ꎮ

２０１４－２０２４ 年中医药治疗 ＤＲ 领域的发文量呈现波动
变化ꎬ其中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３ 年发
文量较多ꎬ而 ２０２０ 年因外部环境因素(如全球公共卫生事
件)导致发文量显著下降ꎮ 尽管整体发文量未呈现明显
的单调上升趋势ꎬ但波动中仍显示出该领域研究热度的持
续性ꎬ表明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
注ꎮ 作者共现分析表明该领域吸引众多作者开展中医药
治疗 ＤＲ 的研究ꎬ但目前该领域学者之间合作网络稀疏ꎬ
因此本研究建议加强合作交流ꎬ培养核心团队ꎬ明确研究
方向ꎬ创新研究方法ꎮ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显示机构间有一
定合作ꎬ同一省份高校及其附属医院合作较多ꎬ但跨区域
合作力度小ꎬ未形成紧密科研团体ꎮ 机构分布广泛ꎬ本研
究建议该领域应进一步研究合作关系以促进中医药事业
发展ꎮ 关键词分析揭示研究热点包括中药方剂、针灸、中
西医结合治疗、视网膜病变机制等ꎮ 高频关键词体现对糖
尿病的关注ꎬ以及对临床效果、证型、症状等方面的研究ꎮ
研究热点随时间演变ꎬ从治疗方法和中成药疗效ꎬ到症状
及多因素分析、证型和疾病阶段研究、中医特色疗法和患
者中心理念ꎬ再到研究方法创新及中医络脉理论等新热
点ꎮ 通过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分析ꎬ呈现出领域从理论到
实践、从症状到疗效评估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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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医药治疗 ＤＲ研究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ꎮ

究现状ꎬ未来研究或围绕结合机器学习等创新方法、证型
与机制关系及先进方法挖掘规律、患者整体健康管理等方
向发展ꎮ

目前针对中医药治疗 ＤＲ 方面的研究热度仍较高ꎬ然
而ꎬ目前从方法、疗效到症状、证型、机制ꎬ再到特色和新方
法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ꎮ 未来全国各地区医院、高校
等机构和作者之间应开展多元合作研究ꎬ推动中医药发
展ꎮ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与局限性:(１)数据来源仅限于
中国知网数据库ꎬ未涵盖 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外文
数据库ꎬ尽管中文文献能较好地反映国内中医药领域的研
究动态ꎬ但可能导致结论存在地域性和语言偏倚ꎬ无法全
面体现国际学术界对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进展ꎮ 未来
研究应扩大数据来源范围ꎬ并结合多语种、多数据库数据ꎬ
进一步验证和补充当前结论ꎮ (２)文献纳入时未排除综
述类文章ꎮ 综述文献多基于已有研究的二次分析ꎬ结论可
能受作者主观视角影响ꎬ存在一定偏向性ꎮ 尽管部分综述
由领域专家撰写ꎬ具有较高参考价值ꎬ但其纳入可能削弱
对原始创新性研究的聚焦ꎮ 后续研究可尝试区分原始研
究与综述文献ꎬ或通过敏感性分析探讨综述对结果的影
响ꎬ以更准确地把握中医药治疗 ＤＲ 领域的研究方向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不仅总结了当前的研究热点ꎬ还通
过可视化分析揭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ꎬ为中医药治疗 ＤＲ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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