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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中药材产业研究前沿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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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知识图谱方法,分析全国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与热点,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参考。以“中药

材产业”作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中药材产业研究相关文献为样本,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

析对论文进行图谱分析。共检索知网从2000年1月至2023年12月129篇研究文献纳入分析,研究文献关键词主

要集中于中药材、生态种植、产业集聚和信息化,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中药材产业的生态种植、产业集聚、信息化和

追溯体系。根据知识谱图和热点文献分析显示,当前中药材产业研究热点与政策的出台、引导与实施有关,具有阶

段性,学者们多使用定性描述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中药材生态种植、全产业集聚及追溯体系相关内容应是今后的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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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产业主要是以中药材的种植、采摘、加
工、销售等环节为主要内容的产业。中医药是中华

民族特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是支撑全国中医药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为促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地方

经济 发 展 水 平,收 集 中 国 知 网 (CNKI)数 据 库

2000—2023年与中药材产业相关的学术文献,借助

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中药材产业研究成果进行

整理、归纳与总结,分析该领域研究现状、热点与趋

势,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参考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获取文献的来源,采
用高级检索方式,以关键词“中药材产业”作为检索

条件,来源类别选择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CSCD)、工程索引(EI)和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MI)来源期刊作为

数据,检索自2000年1月至2023年12月发表的

期刊文献,并人工剔除会议、报道等非研究文献,最
终得到129篇文献可纳入可视化数据分析。

1.2 研究方法

借助Chen[1]研发的 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

计量 可 视 化 分 析,与 其 他 可 视 化 软 件 相 比,

CiteSpace具有提供信息量大、图谱清晰易于解读、
可视 化 分 析 功 能 更 强 大 等 特 点。以 CiteSpace
6.2.R7软件作为研究工具,对20多年来全国关于

中药材产业的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突现等

情况进行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是指一篇文献内容的核心概括,而在同

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不同时间区域内存在大量的研

究文献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可以展现该研究领域研

究成果的特征、内容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等。吴

佐京通等[2]表示,关键词节点越大,说明在文献中出

现的频次越高,连线越粗代表彼此之间的关系越紧

密,反映该时期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变发展情况。
通过CiteSpace分析,将时间跨度设置为2000

年1月至2023年12月,类型节点设置为Keyword,
获得关键词共现图谱,共得到246个节点,442个连

线数,密度为0.0147,如图1所示。节点数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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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有中药材、对策、发展等,该研究领域形成以

中药材为首要关键词网络,但其他关键词分散性较

大、发文数量较少。

2.2 关键词频次

关键词频次可以反映所研究领域的热点,中心

性越大,则该关键词越重要。通过对关键词频次研

究分析,整理出中心度大于0且较能突出研究内容

的前14个关键词(表1)。在中药材产业研究领域

中,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为中药材(0.84),其他中

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有中药(0.09)、信息化(0.06)、
中药资源(0.05)、贵州(0.05)。出现频次最多的分

别为中药材、甘肃省、产业集群,中药材关键词出现

在2004年,甘肃省出现在2010年,产业集群出现在

2009年。

2.3 关键词聚类

通过CiteSpace使用LSI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

类分 析,聚 类 大 小 与 聚 类 序 号 呈 现 反 比 关 系。

CiteSpace将模块Q 和轮廓值S(反映聚类节点的同

质性和一致性)作为图谱绘制效果的评判依据,Q>
0.3表示划分结构显著,S>0.5表示聚类合理,达
到0.7意味聚类结果令人信服[3]。关于中药材产业

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聚类模块指数Q 为0.7279,S为

0.9463,主要集中于11个聚类,包括#0中药材、

表1 中药材产业高频关键词

序列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序列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1 中药材 0.84 51 8 产业化 0.01 3

2 甘肃省 0.04 4 9 云南省 0.01 3

3 产业集群 0.03 4 10 信息化 0.06 2

4 道地药材 0.03 4 11 贵州 0.05 2

5 中药 0.09 3 12 种植 0.04 2

6 中药资源 0.05 3 13 标准 0.04 2

7 精准扶贫 0.03 3 14 特色产业 0.02 2

#1发展、#2对策、#3中药、#4经济增长、#5
减贫、#6甘肃省、#7SWOT、#8中药产业、#9
优先 区 域、#10 产 地 初 加 工、#11 再 生 能 力

(图2)。

  在关键词聚类图谱基础上,使用ClusterEx-
plorer计算文 献 聚 类 群。在 对 关 键 词 聚 类 分 析

时,发现每个聚类群所研究的内容存在相似之处

(表2)。根据聚类标签词可以将全国中药材产业

研究热点分为中药材生态种植、中药材产业集聚

两个方面。在中药材生态种植相关文献研究中

主要包含生态农业、地道药材、种植、栽培品种、
野生药用植物等关键词;在中药材产业集聚相关

文献研究主要包含产业集聚、引力模型、产业化

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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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2 中药材产业文献聚类群分析

聚类号 聚类大小 标签词(前五个)

0 50
(10)产业化;(8.8)中药材;(8)效益;(7.41)中
药;(6.83)发展

1 26
(8.83)发展;(8)建议;(5.49)中药材;(5)中草

药;(5)昭苏县

2 25
(10.25)对策;(10)优势;(5)优势分析;(5)种
植现状;(5)机遇与挑战

3 22
(10)道地药材;(10)生态种植;(10)生态农业;
(8.83)种植;(5)经济效益

4 10
(5)经济增长;(5)民族经济;(5)信息化;(5)传
导途径;(2.68)中药材产业

5 7
(5)减贫;(5)空间格局;(5)中药资源;(5)产业

扶贫;(3.08)中药

6 7
(10)甘肃省;(5.36)中药材产业;(5)产业集

聚;(5)竞争力;(5)引力模型

7 6
(5)对策建议;(5)产业发展;(5)河南省;(4)

swot;(4)建议

8 6
(5)中药产业;(5)栽培品种;(5)沁县;(5)野生

药用植物;(5)资源普查

9 6
(5)优先区域;(5)划分;(5)精准扶贫;(2.68)
中药材产业;(2.42)药材产业

2.4 关键词突现

突现词是指某一阶段文献呈现爆发式增长时

所对应的关键词,代表相关研究的前沿趋势变迁及

研究热点的延续性,通常被认为具有研究领域热门

的导向功能[3]。如图3所示,时间区间内强度排名

前15的突现词,其中,建议、对策、发展、产业化的突

现强度较大且在1.5以上;产业化、精准扶贫、可追

溯的突现持续时间较长。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深入研究,关键词在发展变

化上大体可分为3个部分:2005年—2014年,该时

图3 关键词突现图谱

间段的文献研究突现词为产业化、发展对策、建议、
对策、发展,主要集中在中药材产业的产业化和发

展对策研究,学者较为关注中药材产业发展状况;

2015—2016年,该时间段突现词为特色产业、民族

地区、中药资源、信息化、精准扶贫、可追溯,随着社

会经济政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药材产业的相关

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涉及多方面研究,精准扶贫

的提出表明学者更加关注中药材产业的经济效益,
而信息化、可追溯等关键词的提出表明学者开始利

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中药材产业进

行信息化管理,以保障中药材质量,促进中药材产

业发展;2019—2020年,该时间段突现词为效益、生
态种植、生态农业,学者开始回归中药材产业上游

种植业,从中药材产业源头出发,探究中药材产业

发展。突现词的变化往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

及政策的导向而改变,由此可见,中药材产业领域

的学术研究受到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3 讨论

3.1 研究热点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00—2023年129篇中

药材产业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频次、聚
类、突现综合分析,当前中药材产业研究热点主要

有中药材生态种植、中药材产业集聚、中药材产业

信息化、追溯体系、特色产业等。本文主要对中药

材生态种植、中药材产业集聚、中药材产业信息化

和追溯体系热点进行研究。

3.2 中药材生态种植

通过对已检索文献进一步筛选,共有12篇生态

种植相关文献,主要采用描述分析法、频数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等,最早发表于2007年,从20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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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连续每年都有中药材生态种植相关文献发表,其
中2021年发文量最多,《中国中药杂志》发表的相关

文献最多,《“十四五”期间中药材产业趋势与发展

建议》是下载次数最多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文

章。中药材生态种植研究领域发展时间短,研究学

者尚不广泛,主要以道地药材发展良好的西南地区

以及医学类高校、研究院所为主要研究群体。在所

检索的文献中,研究主题与当时政策内容密切,主
要体现在中药材生态种植进展与展望、道地药材的

生态种植研究、中药材生态农业经济效益等方面。
中药材种植是中医药行业的上游产业,是生产

中药饮片、中成药、保健品等中药大健康产品的主

要原材料,也是中药材产业链的基础。生态种植农

业发展模式,应该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

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规律,运用系统工

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集约化经营。全国目

前中药材种植主体有中药材种植农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4]。其中

种植农户仍是中药材种植的主要主体,但由于其缺

乏专业的种植技术和环保意识,在种植过程中存在

滥用农药、施肥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中药材质量和

疗效。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到“推行中药材生

态种植”“野生抚育”“仿生栽培”,表明中药生态农

业已成为中药农业发展的国家战略[5]。
康传志等[6]从多角度对中药生态农业做经济学

分析,通过对中药生态农业与化学农业对比得出,
中药材生态种植可以提高药材产量与质量,投入产

出比优于化学农业。杨雪等[7],对中药材进出口数

据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要提升中药材国际竞争力,
推动中药材种植规范,推广生态种植的新技术。道

地药材可保证中药材的质量与疗效,是传统优质药

材的代表,但是在实际的种植生产中,各地区对道

地药材的种植意识较为薄弱,滥用道地药材称呼、
盲目引种和扩充产区的现象比较严重[5]。康传志

等[8]以道地药材和生态农业为切入点,提出道地药

材生态农业集群品牌培育的策略和模式,为培育、
发展并逐步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中药材集群

品牌提供理论指导。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关于中药材产业生态种植

文献数量较少,研究方法缺少创新性,局限于生物、
医药、农业、经济学科领域,缺少多领域学科,研究

作者与机构不够广泛,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某一地

区,缺少生态种植的专业性研究。缺乏关于中药材

产业生态种植中“野生抚育”“仿生栽培”相关研究,
需增加中药材农业种植技术性、指导性文章,给予

中药材生态种植科学指导。

3.3 中药材产业集聚

在已检索文献中共有7篇与产业集聚相关,发
文时间跨度较大,最近一篇发表于2023年12月。
学者之间联系不紧密,多采用描述分析法进行研

究。产业集聚相关文献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主
要针对某一具体地域进行产业集聚现状分析。产

业集聚是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相关产业向一定

地域集中或聚合[9]。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

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要全面提升中药

产业发展水平。各省份也陆续发布一系列实施方

案,如《天津市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年)》。

2007年,吴正俊[10]针对川渝黔中药材产业现

状进行优势、劣势分析,指出产业集聚度不高是川

渝黔中药材产业发展问题之一,结合产业发展的合

作条件与基础,提出要采用市场运作方式,发挥政

府在中药材产业发展中的协调和推进作用。李爱

宗[11-12]在2010年和2011年均提到甘肃省定西市中

药材基本完成产业集聚,但并未针对“产业集聚”做
具体研究分析。2017年,陈强强等[13]利用中药材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区域空间联动测度、中药材产

业空间集聚驱动因子对甘肃省中药材产业集聚水

平进行分析,中药材产业集聚水平测度选取区位基

尼系数(G 系数)、赫芬达尔指数(H 指数)和行业集

中度(CR)指标测算其集聚程度;区域空间联动测度

运用引力模型和断裂点公式;中药材产业空间集聚

驱动因子从区域资源禀赋、产业政策、科技支撑、市
场需求4个方面进行深入和系统考察,该研究使中

药材产业相关文献有了针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苗

祯等[14]对河南省中药材产业集聚地进行了评价,中
药材种植农业带动起集聚地的建设,形成地方特色

全产业链,提高道地药材品牌影响力,大幅度延伸

了当地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关于中药材产业集聚相关文献应结合当前新

质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制定评价指标,利用熵权

法、耦合协调度模型、TOPSIS(techniquefororder
preferencebysimilaritytoanidealsolution)模型、
面板回归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灰色关联度模型

等分析方法,对中药材产业集聚与中药材产业发展

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增加产业上下游

全产业链研究,深入产业融合、产业协调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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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第一、二、三产业联动,推动中药材产业集聚循

环发展。

3.4 中药材产业信息化和追溯体系

与中药材信息化、追溯体系相关文献共检索出

13篇,最早发表于2013年,主要集中在《中国药学

杂志》和《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检索结果显示,
早期针对中药材信息化、追溯体系的文献较多,近
年来,相关文献主要在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研究中

有所提及,并非主要模块。
可追溯是指区块链通过区块数据结构存储了

创世区块后的所有历史数据,区块链上的任意一条

数据都可通过链式结构追溯其本源。药品信息化

追溯体系是指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生产企业、经
营企业、使用单位、监管部门和社会参与方等,通过

信息化手段,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各环节的信

息进行追踪、溯源的有机整体。

2012年《浙江省铁皮石斛生产基地信息体系建

设实施意见》要求浙江省铁皮生产基地做到产品流

向可跟踪、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究,建设中药材追

溯体系。在《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中,指出要构建现代中药材 流 通 体 系。

2018年11月发布《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

的指导意见》提出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管理建设工

作,要求各省制定实施规划。201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最新修订版中提到“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履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相关义务,对中

药饮片生产、销售实行全过程管理,建立中药饮片

追溯体 系,保 证 中 药 饮 片 安 全、有 效、可 追 溯”。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到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都

应当建立并实施药品追溯制度,实现药品可追溯,
并提供追溯数据和追溯信息查询服务。

崔正等[15]首次将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中药材

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作为基础,提出中药材全程可追

溯体系方案,监控中药材产业流通的全部环节,解
决中药材质量问题。杨浩雄和孙丽君[16]以现代物

流角度对中药材保护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采用信息标准化,让中药材包装搭载信息技术,
利用云平台和物联网技术搭建中药材流通体系。
张孟涵等[17]以政策工具为主要分析维度,对现阶段

全国中药材监管政策进行分析,指出中药材追溯体

系对弥合监管主动性和监管主动权之间的政策缝

隙具有重要意义,以技术推进标准实行,以资金促

进技术创新,宣传与引导民众参与到中药材追溯体

系的系统治理。
在中药材追溯体系建设文献中,多为中药材产

业发展综合性研究,缺少关于追溯体系建设针对性

研究。互联网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之间联系不够

紧密,存在仅供省内中药材追溯查询问题,缺少对

现有互联网中药材追溯平台建设评价,以及计算机

专业领域学者对其具体研究。在现代物流建设方

面,还需增加该领域关于追溯体系建设的支持和发

展,细化中药材包装信息技术与流通体系。完善政

策理论支撑,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

合,深化大数据、互联网等研发应用,增加中药材质

量监督管理。

4 结论与展望

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及2022年印发的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均提出加强中药材质

量控制、中药材生态种植要求、注重全产业链发展、
建立全过程追溯体系等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任务。关于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研究,不应

仅局限于医药、生物、农业等学科领域,还需加强多

学科融合、多机构协作研究,增强技术性、指导性科

技创新型研究。
中国中药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药行业市场

规模接近8000亿元,整体呈增长态势。贵州省中

药材产量2023年增长7%,种植面积803.07万亩

(1亩=666.7m2)。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加
大中药材生态种植、产业集聚、追溯体系研究力度,
扩宽学科研究领域,对出台科学化、规模化、专业化

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学者们应加大对“野生抚育”“仿生栽培”等中

药材产业生态种植相关研究,给予中药材生态种

植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运用经济学、统计学、数学

等理论模型,如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TOPSIS
模型、面板回归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灰色关联

度模型等,对中药材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研

究分析,增强中药材全产业链联动,推动中药材产

业集聚循环发展;增加计算机领域对中药材追溯

平台建设研究,强化互联网大数据各平台间联系,
细化物流领域中药材包装信息技术与流通体系,
对实现中药材产业创新研究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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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dustryResearchHotspots:
ABibliometricAnalysisBasedonCiteSpace

LIXinzhu,HUQizhi,DUJiang,ZHANGChuhan,LIU Weirong
(SchoolofHumanitiesandManagement,GuizhouUniv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ToanalyzethecurrentsituationandhotspotsofthedevelopmentoftheChineseherbalmedicineindustryinChina,andprovide
referencefortheresearchon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Chineseherbalmedicineindustry,using“Chineseherbalmedicineindustry”asthe
keyword,searchforrelevantliteratureontheChineseherbalmedicineindustryincludedintheCNKIdatabaseofCNKIasasample,anduse
CiteSpacevisualizationanalysistoperformgraphanalysisonthepaper.Atotalof129researcharticleswereretrievedfromCNKIfromJanuary
2000toDecember2023foranalysis.Thekeywordsoftheresearcharticlesmainlyfocusedo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ecologicalplanting,

industrialagglomerationandinformatization.Theresearchhotspotsmainlyfocusedontheecologicalplanting,industrialagglomeration,

informatizationandtraceabilitysystemofthe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dustry.Accordingtotheknowledgespectrumandanalysisofhot
literature,thecurrentresearch hotspotsinthe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industryarerelatedtotheintroduction,guidanceand
implementationofpolicies,andhavestages.Scholarsoftenusequalitativedescriptiveanalysisasaresearchmethod;Theecologicalcultivation
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heagglomerationoftheentireindustry,andthetraceabilitysystemshouldbeanimportantresearchdirection
inthefuture.

Keywords:knowledgegraph;Chineseherbalmedicineindustry;industrialization;policyanalysis;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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