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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重点知识图谱特点
分析

    可根据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对中医学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进
行的研究重点进行挖掘，本次研究共梳理出 9 万个关键词，对
这 9 万个关键词进行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绘制，进而揭示我国
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需要注意的是，关键词
一般是由发文作者自己标注而成，可能存相同但表达方式不一
样的关键词，会对整个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对关键词进
行梳理和清洗，发现我国进行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过程中，所
涉及到的研究领域大概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药物鉴定研
究，采用的高效液相色谱法、薄层色谱法、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对回收率相对标准偏差等进行药物类别鉴定，也能够对药物的
含量进行一定的测定研究。高效液相色谱法作为最为重要的研
究方法，文献中主要进行的中医学研究为赤芍饮片质量标准研究、
银杏叶提取物限量研究等。高效液相色谱法。本次研究中出现
的频次较高，能够表明该方法在研究领域内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
中药提取物抗肿瘤机制研究作为第二类高频词在研究中主要是
针对中药姜黄素作为植物药提取物的研究，大黄是该领域内研
究最多的植物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物质被发现可以
于人体细胞的生长周期、增殖有直接的关联，而且对于重点研
究的开展也多是围绕抗肿瘤的功能机制所进行。

3、中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知识源流图谱特点
分析

    进行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知识源流图谱建设主要是
将引文作为研究的核心或者将引文对比前人的研究来说明现在
研究创新性的来源。被引文献作为学术研究的知识源流是一直
以来行业内常用的手段，本次研究借助大数据软件对中文文献中
被引情况进行了功能性的分析。结合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
领域中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需要注意的是，
本次研究是将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作为同一知识源流进行了分
析，所以研究过程中将不同版本的同一著作进行了归并。通过
观察中文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发现被引次数最高的参考文献高
达二十余次，根据被引文献的标题和中心度要基本信息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高频率被引的 32 篇文献中有 19 篇为著作类文献，其
中五篇的著作中心度高于 0.1。表明国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
更为注重使用著作类的参考文献，这类著作类的参考文献多为
集体性的作者来进行编著，主要包括：国家药典委员会编著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中药大词典》等。
此外，有十篇期刊类参考文献引用了《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著作，
该著作在本次调查中总共被引频次高达 71 次。

中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知识图谱研究

【摘     要】 本文依据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所收录的多年来医药卫生类核心期刊为研究材料进行数据的收集，通过创建引文索引数据库，

并结合我国知识图库研究工作的规定，对数年来三百余篇中国中医学科交叉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并按照关键词和引文数据

库构建起知识图谱可视化体系，揭示出近些年来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知识源流、被引作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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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改革，许多学科
在研究领域中不断的实现了融合和交叉。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能
够带来更好的研究效果，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
路和解决途径。纵观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我们可以发现属于学
科交叉研究领域的获奖总数已经达到一半以上，这表明学科交
叉研究在解决当今重大科学问题过程中已经发挥出无法替代的
作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文明的发展进步，在强大的经济建
设知识之下，我国的中医学化学课研究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随着国家的重视，按照国家目前的规划，
中医传染病学、心理学、信息学、管理学等交叉研究都已经成
为中医学科研究的重点任务。在国家大力政策扶持之下，已经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拓展，所获得的
成绩更是获得了世界的瞩目。我国许多中医学专家都明确指出，
中医学与其他学科相交叉进行研究，能够使中医学科在研究领
域上获得显著的改革，使研究的学科定义和内涵都在外延，进
而将获得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成绩，而这也将成为未来我国中医
学发展进步的主要方向。

1、本文研究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大数
据的理念对文献计量学中的关键词和索引进行调查研究，采用
的是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词和共引分析方法。尤其是共词分析法
是本次研究科技论文中最为关键的研究对象。其原理是对论文
中的一组关键词，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并确
定其所代表学科领域中的深层次意义，继而能够探索出该关键
词背后所关联的科学发展情况；共引分析方法是指对具备一定
学过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分析。分析的元素可以细化为被引文献、
被引期刊等。本次研究也使用了先进的大数据软件，对关键词
的出现情况、文献被引情况和作者的背影情况进行了综合的分析，
带来的优势是利用该软件可以同时进行多功能的分析，而且利
用该软件所绘制的科学引文网络图谱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我国中
医学学科交叉领域最新的前沿内容和演进变化。

本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以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为主，
所以所进行的研究课题是识别中医学学科交叉文献。文献中所
属的学科或领域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计量学的研究难点，所获得
的数据一直很难得到公认和实际应用，但是本次研究主要对文
献的索引数据进行了划分，研究的过程主要是进行检索，而非
是为理论性的研究做补充。除此之外，本次研究也进行了所引
用文献所属科目图文字号的分类。图文字号主要是作者根据其
所属领域及其文章内容进行科学的规划所得出，进而发现本次
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具备一定的客观性，证明国内学者在中医学
学科交叉上有所涉猎，具备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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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作者被引图谱特点
分析

本次研究也对作者背影进行了分析主要是将作者被引次数
作为作者学术相关性的分析原则，进而可以得出某一医学学科
在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以及学者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本次
研究借助于大数据软件对作者共被引的情况进行了有效的分析，
以每三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共得出 56 个时间节点和 54 条关系
连接线。通过进一步的整合和分析进而可以得出高频率被引作
者和被引作者所具备的知识共同构建的知识图谱。需要注意的
是，本次研究中许多参考文献往往具有多个作者，所以研究过
程中只提取了第一作者用于构建作者被引网络。根据分析被引
图谱发现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作者
一共有二十二位，而这其中也可以发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药典委员会是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内影响最大的集体，
这二十二位具有影响力的作者有近一半来自于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药典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由于具备优秀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我国的中医学发展带来了
规范性和权威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高频率的被
引用可以表明我国中医学科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是以中药的
特性作为研究的核心，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功能性的拓展，目的
是要实现中医学与国际医学的接轨。

作者被引情况分析发现中医学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影响较大
的集体或作者一共有 57 个，研究中对这些被引作者的节点所文
献信息进行了重新的整理和归类，发现这些学者可以分成四种
学术群体，分别是：其一，集中研究中药新药原则的群体。对
中医病症诊疗标准进行了重新的确定，重点研究的是肾脏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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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等内科学疾病；其二，对中药药理实验方法进行
研究的群体。主要针对中药药理实验学方法，对中药质量如何
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评价作为研究的重点；其三，对中药基础理
论及规范标准进行研究的群体。主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药大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等具有明
显中药规范标准的书籍进行研究，课题的研究主要以集体作者
研究为特点；其五，对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群体。这个课题主
要是针对同类化合物药理、药性等相关的研究，所构成的被引
子网络较为复杂，但是联通度很高，所以会出现研究选题相似
度高的情况。

5、结语

本次关于中国中的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知识图谱研究工作主
要是按照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结合大数据现代科学技术，试图
通过探索我国中医学科学科交叉领域某些特殊的情况，进而探
讨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情况。但是由于研究实施限制在中医学
于医药卫生领域学科之内，没有完全囊括与中医学相关的哲学
和其他联系较为密切的学科，所以在研究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
不足。除此之外，本次研究依据的是中图分类号界定领域内的
学科交叉文献方式，更多的是依靠发文作者的主观标注，进而
缺乏对于文献的更进一步的剖析，没有结合文献的本质进行分
析探讨，因此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所以在未来研究上会进一
步的加强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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