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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最近 ２０ 年肺癌中药治疗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 方法　 检索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 （ＷｏＳＣＣ）
中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的相关文献， 应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 Ｒ５ 软件绘制作者、 研究机构、 国家地区

合作网络以及期刊、 关键词可视化知识图谱，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结果　 共获得 ９８０ 篇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相关文献，
发文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发文量最多， 文献影响力高于其他国家。 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 Ｊ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被引频

次最高的期刊是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热点关键词为凋亡、 表达、 化疗、 体外、 生长、 激活、 转移、 增殖、 抑制、 通路。 关键

词突现显示从分子水平深入地研究中药治疗生物学机制和基于网络药理学、 数据挖掘研究肺癌中药治疗， 成为该领域

的研究前沿。 结论　 中国在肺癌中药治疗研究领域处于领先， 作用机制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 各研究机构应进一

步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该领域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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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恶性肿瘤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 严重威胁着

人类的健康及生命， 其中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

的恶性肿瘤［１］ 。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子靶向药物、 免疫检查

点抑制剂应用于临床， 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期不断延长。
而中药作为有效的辅助治疗， 在肺癌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控制肿瘤生长、 缓解症状、 逆转耐药、
增强放化疗及靶向免疫治疗效果，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提

高生活质量、 减轻药物毒副作用等方面［２］ 。
文献计量学是将文献学、 数学及统计学融合一体的科

学量化分析方法， 分析科学文献信息的分布结构、 数量关

系及变化规律［３］ 。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美国华裔科学家陈超美教授

基于 Ｊａｖａ 语言开发的一款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 通过共引

分析理论， 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 进行计量分析， 可针对

本研究领域的文献， 定量可视化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研究热点和前沿， 预测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４］ 。

为全面了解肺癌中药治疗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 热点

前沿， 探究该领域研究发展及趋势，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

的方法检索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 （ＷｏＳＣＣ） ２００１ 年

至 ２０２０ 年的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相关文献， 对文献的总体情

况、 作者、 机构、 国家地区、 关键词等进行文献计量和可

视化网络分析， 快速梳理该领域研究现状， 分析研究热点

及发展趋势， 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５］ 。
１　 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ＷｏＳＣＣ， 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检索式为 “主
题：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Ｒ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ＡＮＤ 主题： （Ｌｕｎｇ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ＯＲ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ａｎｃｅｒ） ”， 语言设置为 Ｅｎｇｌｉｓｈ， 文献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 共获得 ９８０ 篇文献。 这些文献在二十年被引用

１５ ６３３次， 每篇平均引用次数为 １５ ９５ 次， Ｈ⁃ｉｎｄｅｘ 为 ５４。
１ ２　 参数设置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 Ｒ５ 和 ＷｏＳＣＣ 自身的文

献统计软件对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统计及

可视化分析。 ＷｏＳＣＣ 文献每条数据下载记录为全记录与引

用参考文献， 格式是纯文本， 可直接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参数

设置中时间跨度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关联强度为 ｃｏｓｉｎｅ，
每个时间切片选择阈值 Ｔｏｐ Ｎ＝ ５０。 根据研究内容不同， 设

置不同节点类型， 分别对作者、 研究机构、 国家地区进行

合作网络分析， 对期刊、 被引文献绘制共被引图谱， 对关

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采用 ＬＬＲ 算法进

行加权计算。 图谱中节点半径的大小在作者、 机构、 国家

地区合作网络中代表发表文章数量的多少， 在关键词共现

网络中代表关键词的出现频次； 节点间的连线 （Ｌｉｎｋ） 表

示存在合作或共现的关系［６］ 。 中介中心度表示节点 （作
者、 国家、 机构、 文献、 关键词） 在知识网络图谱中的中

心地位［７］ 。
２　 结果

２ １　 发文量时间分布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ＷｏＳＣＣ 共收录肺

癌中药治疗相关文献 ９８０ 篇， ２００１ 年发文量仅为 １ 篇， 此

后发文量呈上升趋势， ２００９ 年达 ２４ 篇， ２０１６ 年增长至

１２５ 篇， ２０２０ 发文量达 １４１ 篇 （图 １）， 可见近年来对肺癌

中药治疗研究关注度逐年增加， 仍是肺癌治疗领域的研究

热点。

５６６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第 ４５ 卷　 第 ２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



图 １　 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相关文献发文量时间分布图

２ ２　 文献研究类型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肺癌中药研究的文

献类型， 从全部 ９８０ 篇文献中进一步分类检索， 以了解临

床研究、 体外细胞研究以及体内动物研究的分布情况。 以

主题词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检索， 共获得 ５５ 篇文献， 临床研究主要涉及中药联合化

疗， 以提高生活质量、 减轻患者症状为目的， 主要药物有

黄芪多糖、 康莱特、 鸦胆子、 消癌平、 参麦、 康艾、 参芪

扶正等中药。 以主题词 “ ｉｎ ｖｉｔｒｏ” 检索， 共获得 ３６４ 篇文

献， 为涉及细胞实验的体外研究。 以主题词 “ ｉｎ ｖｉｖｏ” 检

索， 共获得 ２５２ 篇文献， 为涉及动物实验的体内研究。 进

一步以主题词 “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 ｉｎ ｖｉｖｏ” 检索， 共获得 １９３
篇文献。 结果表明， ＷｏＳＣＣ 收录的中药治疗肺癌研究以体

外细胞实验为主， 大规模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较少。
２ ３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设定网络

节点类型为 “Ａｕｔｈｏｒ”， 绘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图 ２），
共 ６２８ 个节点， １ ０６７ 条连线， 网络密度值为 ０ ００５ ７， 表

示发文作者共 ６２８ 位， 作者间合作线 １ ０６７ 条。 可以看出发

文作者多数是中国作者， 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许玲教授发文量最多 （１６ 篇）， 发文

量作者排名前 １０， 见表 １。 从作者合作网络图谱看， 作者

中心性较低， 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较少， 本研究领域没有

形成广泛的作者合作网络。 主要表现为多个研究团队， 不

同团队间合作较少， 但团队内合作密切， 如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许玲团队、 广东省中医

院 ＳＷＥＩ ＳＵＮＮＹ ＨＡＮＮ 和吴万垠团队、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

础医学院朱诗国团队等。 同时， 图谱中还有一部分学者以

两两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 如 ＬＩＵ ＸＵＡＮ 和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ＨＡＮ ＳＨＵＹＡＮ 和 ＬＩ ＰＩＮＧＰＩＮＧ 等。

表 １　 ＷｏＳＣＣ 肺癌中药治疗研究发文量前 １０ 位作者

排名 作者 文献数 ／ 篇
１ ＬＩＮＧ ＸＵ １６
２ ＳＷＥＩ ＳＵＮＮＹ ＨＡＮＮ ９
３ Ｌ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 ８
４ ＷＡＮＹＩＮ ＷＵ ８
５ ＸＵＡＮ ＬＩＵ ７
５ ＳＨＵＹＡＮ ＨＡＮ ６
５ ＹＡＢＩＮ ＧＯＮＧ ６
５ ＡＥＹＵＮＧ ＫＩＭ ６
９ 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６
１０ ＨＷＡＳＥＵＮＧ ＹＯＯ ６

图 ２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２ ４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设定

网络节点类型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绘制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图

谱 （图 ３）。 该网络共 ４１１ 个节点， ３９３ 条连线， 网络密度

值为 ０ ００４ ７。 发文量前 １０ 的机构均来自亚洲 （图 ４）。 发

文量第一的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５５ 篇）， 随后是第二位

的台湾中国医科大学 （４９ 篇）， 第三位的南京中医药大学

（３９ 篇）。 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是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的主

要机构。 从中介中心性来看， 复旦大学 （０ １７）、 中国科

学院 （ ０ １４）、 首都医科大学 （ ０ １４）、 安徽医科大学

（０ １４）、 中南 （０ １４） 这 ５ 家研究机构与其他机构相互合

作紧密。 其中， 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

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等研究机构存在着合作关系。 这些研

究机构存在着比较广泛的联系， 但多数限于国内， 跨国间

的合作较少， 网络密度仅为 ０ ００４ ７。 使用突现功能后有 ６
个机构出现突现， 突现值最大的机构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０ 年突现显著， 发文量明显增加。
２ ５　 国家或地区分布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设定网络节点

类型为 “Ｃｏｕｎｔｒｙ”， 绘制国家地区合作图谱 （图 ５）， 共 ５２
个节点， ９２ 条连线， 网络密度 ０ ０６９ ４。 发文作者分布在

５２ 个国家， 中国发文量最多 （６５５ 篇）， 第二到第五名中

除美国外均位于亚洲 （图 ６）。 网络节点的大小反映该国家

对该领域的贡献大小， 连接线代表国家间存在合作关系，
中介中心性大于 ０ １ 的节点表示处于核心、 连接不同领域

的关键枢纽［８］ 。 从中介中心性来看， 中国 （０ ６９）、 美国

（０ ３４）、 澳大利亚 （０ ２８）、 德国 （０ ２３）、 英国 （０ １１）
与其他国家相互合作密切， 研究成果更受到其他国家认可。
中国与日本、 韩国、 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英国都存在

着合作关系。
２ ６　 期刊发文量与期刊共被引用分析 　 ＷｏＳＣＣ 共有 ３２６
种期刊发表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相关文献， 排名前 １０ 位的期

刊， 主要涉及药理学、 分子学、 中药学等学科 （表 ２）。 基

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设定网络节点类型为 “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绘制期刊共被引图谱 （图 ７）， 共 ５７４ 节点， １ １３７ 条连线，
网络密度 ０ ００６ ９。 发表肺癌中药治疗研究文献的期刊存在

比较广泛地引用关系。 共被引排名前五的期刊中， 排名第

一的是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影响因子 ９ ７２７ （２０２０）， 被引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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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图 ４　 肺癌中药治疗研究发文量前 １０ 位研究机构

图 ５　 国家地区合作网络图谱

（４００ 次）， 排名第二至第五的依次是 Ｊ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
２ ７　 关键词分析

２ ７ １　 共现分析　 领域的研究热点是某一时段内该领域大

量学者共同关注的、 有内在联系的、 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

论文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 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主题

和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 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 可以了解

该领域研究热点［９］ 。 对来源于 ＷｏＳＣＣ 肺癌中药治疗相关

９８０ 篇英文文章中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来了解 ２００１ 年

图 ６　 肺癌中药治疗研究发文量前 １０ 位国家或地区

表 ２　 肺癌中药治疗研究发文量前 １０ 位期刊

排名 期刊 文献数 ／ 篇 占比 ／ ％
１ Ｊ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５２ ５ ３０６
２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Ｍｅｄ ４７ ４ ７９６
３ Ｏｎｃｏｌ Ｌｅｔｔ ２７ ２ ７５５
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１ ２ １４３
５ 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 ２ ０４１
５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 ２ ０４１
５ Ｉｎｔｅｇ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 ２０ ２ ０４１
５ Ｍｏｌ Ｍｅｄ Ｒｅｐ ２０ ２ ０４１
９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１９ １ ９３９
１０ Ａｍ 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１８ １ ８３７

至 ２０２０ 年间中药治疗肺癌的研究热点。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设

定网络节点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 运行软件后绘制关键词共现图

谱 （图 ８）。 关键词节点 ５４７ 个， 连线 １ １２１ 个， 密度值为

０ ００７ ５。 词频最高关键词是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鉴于排名靠前的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属于

疾病和药物本身， 予以排除。 按词频由高到低分别为凋亡、

表达、 化疗、 体外、 生长、 激活、 转移、 增殖、 抑制、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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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期刊共被引网络

路等， 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热点主要是体外抑制肿瘤细胞

生长转移以及诱导凋亡、 激活表达、 分子通路等机制研究。
仔细分析关键词共现， 发现中药治疗肺癌研究药物主

要集中在中药提取物和中药活性成分， 其中提取物

（ｅｘｔｒａｃｔ） 词频数为 ５６。 中药活性成分主要涉及到姜黄素、
黄酮类、 人参皂苷、 雷公藤内酯等。

图 ８　 关键词共现图谱

２ ７ ２　 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进一步了解该领域的

研究进展。 选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 ＬＬＲ 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

分析， 生成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共得到 ２０ 个聚类 （图
９）， 模块 Ｑ 值 ０ ７６７ ８， 聚类是显著的， 平均轮廓值 Ｓ 为

０ ９０７ ３， 说明聚类是合理的。
从引文中提取每个聚类的标签主题， 标签编号从 ０ 到

１９， 数字越小， 其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 故最大的聚类集

群为＃０ （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其聚类大小为 ４８， 主要包含中草

药、 肺癌细胞、 侵袭等关键词。 从聚类图谱可了解到， 中

药治疗肺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聚类＃０、 ＃４、
＃７、 ＃１４、 ＃１７、 ＃１８ 侧重于中药及其联合化疗靶向药物等

肺癌治疗方面的研究。 聚类 ＃２、 ＃４、 ＃５、 ＃６、 ＃８、 ＃９、
＃１１、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９ 侧重于中药治疗肺癌机制研究，
如抑制增殖迁移、 诱导凋亡、 抑制血管生成、 调节自噬、
上皮细胞间质转化等。 随着分子生物技术不断发展， 肺癌

中药治疗研究已进入分子水平， 如有研究表明中药蒽醌可

以增加 ｃａｓｐａｓｅＧ３ 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Ｇ９ 蛋白的表达， 通过激活内在

线粒体途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 聚类＃１２ 为网络药理学。
近年来， 运用网络药理学可基于系统层面研究中医药， 揭

示 “药物⁃靶点⁃疾病” 关系。 网络药理学与中医药研究相

结合， 从整体、 协同水平上探讨中医方证关系， 与中医学

“整体观” 和 “辨证施治” 相融合， 为科学阐释中医的理、
法、 方、 药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１０］ 。
２ ７ ３　 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分析可推断该领域最前沿的

研究方向， 即研究前沿。 将检索到的文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提取关键词。 关键词与年份相匹配， 表明对应年份中， 关

键词所对应的研究方向为当年的研究热点。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 共检测到 １９ 个突现关键词 （图 １０）， 图中 Ｂｅｇｉｎ 表

示突现关键词出现的时间， Ｅｎｄ 为突现结束时间，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表示突现强度， 其数值越大， 则突现强度越大， 其中前五

位 （其中 “ ｃａｎｃｅｒ” 是疾病名称， 予以排除） 分别为

“ｋｉｎａｓ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
“ａｒｒｅｓ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 “ ｉｎ ｖｉｖｏ （２０１０⁃２１１５） ” 和 “ Ｐ５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 说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 “激酶” “抗肿

瘤作用” “阻滞” “体内” 和 “Ｐ５３” 是研究热点。 在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 “ｕ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上调） ” “ｓｔａｔ３ （信号传导

与转录激活因子⁃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调控）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统计） ” 为强突现词。 说明该领域近年来， 一方面， 更多

地从分子水平深入地研究中药治疗的生物学机制； 另一方

面， 基于网络药理学、 数据挖掘研究肺癌中药治疗， 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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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１０　 肺癌中药治疗研究突现关键词

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２ ８　 文献引用分析　 本研究利用ＷｏＳＣＣ 中的 “被引频次”
标签进行排序可知， Ｎｉｋｏｌｏｖｓｋａ⁃Ｃｏｌｅｓｋａ 等［１１］ ２００４ 年发表文

章引用率最高， 排名第二的是 Ｗｕ 等［１２］ ２０１０ 发表的文章，
排名第三的是 Ｍｅｎｇ 等［１３］ ２００９ 年发表的文章， 排名第四的

是 Ｆａｒｉｅｄ 等［１４］ ２００７ 年 发 表 的 文 章， 排 名 第 五 的 是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等［１５］２００６ 年发表的文章。
３　 讨论

本研究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集数

据库中肺癌中药治疗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发现该领域文献

发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发文量前十的机构均来自亚洲，
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排名靠前的多为

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许玲教授发文

量最多， 近年来许教授关注中药治疗肺癌机制研究［１６］ 以

及中药联合靶向药物临床研究［１７］ 。 结合作者及研究机构

合作网络可以看出， 虽然没有形成广泛联系的合作网络，
却出现多个重要的研究团队， 团队内合作比较密切， 这些

高产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合作联系， 但普遍联系不够密

切。 中国在该领域的发文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而且中

介中心性也高于其他国家， 说明中国在该领域的影响力

最大。
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图谱反映中药治疗肺癌热点及前沿

趋势， 中药治疗肺癌研究药物主要集中在中药提取物和中

药活性成分。 从高频关键词可见， 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转移

以及诱导凋亡等机制研究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即从分子

水平深入研究中药治疗肺癌的机制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
关键词聚类分析显示， 中药治疗肺癌研究热点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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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药及其联合化疗、 靶向药物等方面的临床研究， 如中

药联合化疗治疗 Ⅱ⁃Ⅲ Ａ 手 术 的 ＮＳＣＬＣ， 可 改 善 患 者

ＤＦＳ［１８］ ； 中药可延长 ＥＧＦＲ⁃ＴＫＩ 治疗的 ＥＧＦＲ 突变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 ＰＦＳ［１９］ ； 中药治疗肺癌机制研究， 如抑制增殖迁

移、 抑制血管生成、 调节自噬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中

药治疗肺癌物质基础及分子机制。 网络药理学基于系统整

体层面研究中药， 有效地揭示 “药物⁃靶点⁃疾病” 关系，
在中医药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网络药理学不仅

关注网络分析和预测， 而且越来越多研究对分析结果进一

步验证［２０⁃２２］ 。
从突现词来看， 从分子水平上研究肺癌中药治疗机制

成为研究前沿。 另一方面， 基于网络药理学、 数据挖掘进

行肺癌中药治疗研究， 也成为该领域的热点前沿。
综上所述，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 ＷｏＳＣＣ

有关肺癌中药治疗方面的文献， 可视化计量展示了最近 ２０
年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热点及前沿。 发现中药及其联合治

疗肺癌、 生物学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网络药理学、 数据挖掘

研究是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对深入挖掘中药治疗肺癌及确

定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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