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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发展出独特的诊疗体系，具有重要挖掘潜力

和开发、推广、应用价值［１］。探索中医药领域的研

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该领域的发

展动态。已有学者利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等方

法分析我国中医药研究现状，毛学韫等［２］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梳理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进程各阶段，探索

中医药现代化未来发展方向。陈娜等［３］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分析、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方法

分析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与趋

势。然而现有研究文献主要聚焦某一具体细分领

域，如中医现代化发展、健康服务等，较少采用文

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从全局视角概览中医药领域研

究主题，且主要通过关键词词频分布特征等分析研

究热点。仅以此作为主题判定标准，论据不够

充分。

主题模型能够发现海量文本中隐含的抽象主

题，并呈现主题间的关联关系，是单一关键词分

析方法的有力补充。陈琦等［４］采用隐含狄利克雷

分布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主题模型

对中医药人工智能领域文献进行挖掘，发现主题

演化路径并进行可视化展示。ＬＤＡ等传统主题模

型以概率计算为基础，存在无法有效捕获词之间

相关性以及学习到的主题语义连贯性不强等问题。

而 ＢＥＲＴｏｐｉｃ主题模型基于双向编码器表征 （ｂｉ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ｏｄ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ＢＥＲＴ）词向量嵌入，在对上下文语义信息理解

方面能达到更好效果［５］。徐汉青等［６］以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采集的文献题录为数据源，利用

ＢＥＲＴｏｐｉｃ模 型，对 人 工 智 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ＡＩ）环境下图书馆领域的主题文本进行

挖掘，深入探讨 ＡＩ环境下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为图书馆智能化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支

持。聂亚青等［７］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健康信息学

文献，运用期刊引证报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

ｐｏｒｔｓ，ＪＣＲ）和基本科学指标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数据库学科分类方法将文献分

为医学、计算机、图书情报 ３个数据集，运用

ＢＥＲＴｏｐｉｃ模型分析健康信息学在３个数据集中的

研究主题和发展演化趋势。

本研究选择主题模型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通过 ＢＥＲＴｏｐｉｃ模型进行主题建模，

从全局把控中医药领域总体研究内容，再聚焦中医

药发展主题的文献，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进行可视化分

析，以探索我国中医药领域的研究热点与主题演化

脉络。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万方数据平台中医药领域近１０年相关研究

文献为数据来源，以 “（关键词： （中医药））ａｎｄ

Ｄａｔｅ：２０１３—２０２２”为检索式，剔除投稿说明、院

系介绍等类型文献以及与主题明显不相关的文献；

对摘要字段重复的文献去重；由于摘要和出版时间

是研究热点抽取与演化分析的必要字段，剔除摘要

或出版时间信息缺失的文献。最终获得１２６８３条文

献题录信息，并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的 ｊｉｅｂａ分词工具，对

每篇文献的摘要进行分词处理。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 ＢＥＲＴｏｐｉｃ主题模型对论文摘要进行主题

抽取分析。ＢＥＲＴｏｐｉｃ是基于 ＢＥＲＴ［８］的主题建模

技术。采用 ａｌｌ－ＭｉｎｉＬＭ－Ｌ６－ｖ２模型作为嵌入，

将每个文档转换为高维向量表示，保留文档上下

文信息和语义表示；通过 ＵＭＡＰ算法降维，通过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和 ｃ－ＴＦ－ＩＤＦ创建密集集

群［９］。利用主题模型生成 “文档 －主题 －关键词”

矩阵，统计各主题的出现频次以得到主题强度；

引入时间戳，计算热点主题在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间的

主题强度，绘制主题强度演化趋势图。在此结果

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医药领域发展主题，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绘制关键词突现图谱，使用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Ｖｉｅｗ功能绘制时间线图，分析该子领域发展过程

中的研究热点与演化路径，以期为中医药领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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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参考。

３　研究过程与结果

３１　主题建模

采用 ＢＥＲＴｏｐｉｃ默认参数对总数据集论文摘要
进行主题建模，模型会自动选择合适的主题数量，

共识别出１３４个主题 （Ｔｏｐｉｃ）。调用ｍｏｄｅ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ｔｏｐｉｃｓ（）函数生成交互式图谱。其中，每个圆
圈代表一个主题，滑动页面下方的滑块，相应主题

会被标红，以便查看该主题出现频次及其对应主题

词等信息。圆圈大小与该主题对应的文献数量呈正

相关，相似度越高的主题之间距离越近，重合率极

高的可以视为一类主题，由此得到约 ２０个主题，
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医药领域研究主题交互式图谱

为了更具全局性地概览主题，采用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方法，将主题数目设为２０进行建模，以条形
图展示各主题关键词及其得分情况，得分越高说

明该词汇越能代表该主题，见图２。通过每个主题
的主题词集合可以识别出主题内容，如主题 １关
键词 “分析、中药、文献、中医药、治疗、药物、

临床、数据库、患者、纳入”可判断该主题内容

为 “中医药在临床治疗中的药物分析与文献

研究”。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医药领域研究主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主题的潜在层次结构，使用

ｓｃｉｐ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创建聚类，直观显示各主题
在不同层次上的联系［９］，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医药领域研究主题分层聚类

结合前文图２各主题的关键词和图３的主题之
间关联情况，可以从全局把握中医药研究文献总体

内容。如主题２、３、１２、１０、０的内容是中医药临
床试验与疗效，通过建立大鼠模型、随机对照试验

等研究中医药治疗的临床疗效，探讨中医药应用于

各类疾病的干预效果［１０］。主题５、８、１４、１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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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的相似关键词有 “病机、病因、教授、疗效、辨

证，饮食”等，名中医和专家会分享其经验和见解，

探索病因与病机理论、中医药的作用机制和调控途径

等［１１］。合并近似主题后得到的５个主题，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医药领域研究主题

主题 关键词 主题解释　　 文档数 （个）

０ 治疗＿对照组＿临床＿疗效 临床试验与疗效 ５０５４

１ 中医药＿病机＿教授＿作用 病机与药理研究 ２７０１

２ 中医药＿发展＿文化＿服务 中医药领域发展 ２２８０

３ 冠心病＿心力衰竭＿疾病＿疗效 慢病治疗 １４７０

４ 文献＿临床＿药物＿数据库 药物分析与文献研究 １１７８

３２　主题演化分析

为了进行主题演化分析，在文档 －主题矩阵
中引入时间维度，基于文档 －主题矩阵和时间信
息计算每个主题在不同时间点的强度，即在当前

时间 （年份）所有文档数中该主题所占权重。最

后利用得到的主题强度数据，绘制主题演化趋势，

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医药领域研究主题热度变化趋势

主题０（临床试验与疗效）的研究热度呈下降
趋势，可能因为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传统中

医疗法受到一定冲击，但其主题强度始终居于前

列，反映了中医药相关研究在现代医学研究框架下

仍具极大效能［１２］。主题１（病机与药理研究）为中
医药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主题３（慢病治疗）的
研究热度整体呈平稳波动趋势。一些复杂多因素慢

性疾病因致病机理仍然存在诸多未知，成为棘手疑

难杂症。而中医辨证论治思想与独特的诊疗方法对

其治疗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的有主

题２（中医药领域发展）和主题４（药物分析与文

献研究），其涉及中医药领域的建设与传承、国家

政策和健康服务等内容，在政策支持下，日益受到

关注［１３］。

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医药领域

研究主题呈现出将传统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演化趋

势。现代化技术发展为中医药领域提供了先进的研

究工具和方法，如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严格的实

验设计和统计分析，评估中药对特定疾病的治疗效

果，提高了中医药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使

其更符合国际医学研究标准。与此同时，中医药传

承与国际化稳步推进，在全球健康领域中的影响力

日益扩大。

进一步分析主题间的关联性发现临床试验与

疗效、病机与药理研究、中医药领域发展以及慢

病治疗等主题之间联系紧密。一是病机与药理研

究为临床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临床实践验证和丰

富了理论。二是理论基础研究的完善推动中医药

领域整体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医药学的科学性与

国际认可度。三是中医药在慢病治疗领域的广泛

应用体现了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结合，同时，

慢病治疗的成功经验可以反哺理论研究和优化临

床实践方案。

主题演化和相互关联揭示了中医药领域的

多元化和国际化演变趋势，以及其在理论和实

践层面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表明中医

药学相关研究不仅在传统医学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在现代医疗体系和全球健康领域中也具有

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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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研究热点及演化分析

根据主题模型聚类得到的结果，“中医药领域发

展”主题近年来备受关注，主题热度逐渐增长，发

文数量居于前列。为了探索中医药领域发展脉络，有

必要进一步分析该主题文献。在主题建模得到的

“中医药领域发展”主题文档基础上，在万方数据平

台检索 “中医药发展”主题文献作为补充，经人工筛

选整合得到２２０７条题录，包含出版年份、题名、摘
要、关键词等信息。采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６２Ｒ４绘制关
键词突现图谱，并通过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Ｖｉｅｗ功能绘制时间线
图。参数设置为 “ＮｏｄｅＴｙｐ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ｇ－ｉｎｄｅｘ（ｋ
＝２２）；Ｔｉｍｅｓｐａｎ：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ＳｌｉｃｅＬｅｎｇｔｈ＝２）”。
３３１　关键词图谱　是高度活跃研究热点的指示
器，高突发强度关键词在某一时期的出现，表明相

应主题在特定时期引起业界特别关注［１４］。关键词突

现图谱，见图５。自２０１５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中药资源”“研讨会”“发展模式”等关键词关注度

提升。“人工智能”主题词突发强度较高，自２０１８

年出现，至今仍是中医药领域研究热点之一。２０１７
年出现的 “一带一路”与２０１９年出现的 “守正创

新”均与时政密切联系，国家政策的制定促进了中

医药传承创新的发展［１５］。

图５　中医药发展主题关键词突现图谱

３３２　关键词时间线图　绘制关键词时间线图，
见图６。

图６　中医药发展主题关键词时间线

　　关键词字体大小与其出现频率成正比。２０１３

年的高频词有中医教育、人才培养、传统医学、

中药制剂、中医文化、中药创新、中草药、传承

创新、发展策略等；２０１５年的高频词有中药饮片、

健康服务、健康产业、屠呦呦等；２０１７年的高频

词有医养结合、大数据、数据挖掘、国际传播、

国际化、针灸等；２０１８年开始，人工智能一词占

比较高；２０１９年的高频词有守正创新、文化传承

等；２０２０年的高频词有文化自信等。

３３３　研究热点演化分析　根据关键词突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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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线图将中医药领域发展研究分为３个阶段。

（１）基础体系构建阶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突出

表现为关键词密集，表明中医药领域正处于积极

扎根的发展时期。对中医教育、人才培养的关注

表明知识体系构建与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为中

医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中药制剂、

中草药、中医文化、中药创新、发展策略的关注

强调了保护和传承传统中医药学知识、积极推动

中医药领域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性。（２）国际化道

路与发展模式探索阶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５

年屠呦呦因青蒿素相关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极

大地提升了中医药的全球影响力，中医药领域获

得更广泛的关注与扶持。中药资源、国际化、发

展模式、“一带一路”、健康产业、医养结合等高

频词反映了中医药在资源开发、健康管理、国际

合作和发展策略上的全新探索，其逐渐与全球健

康治理产业紧密相连，形成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

作新格局。同时，大数据、数据挖掘等词相继出

现，初步展现出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中医药领域

的应用趋势。 （３）技术革新与现代化发展阶段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在政策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下，

中医药领域步入新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和守正创

新成为这一阶段的高频关键词。人工智能的引入

为中医药领域疾病诊断、药物效用提升和治疗方

案优化等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对守正创新的

关注体现在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医药仍

注重保持其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价值。

４　结语

本研究利用 ＢＥＲＴｏｐｉｃ主题模型抽取万方数据

平台中医药相关领域文献的研究主题，并归纳为５

个主题，结果表明将传统中医药研究与现代科技相

融合，以及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化舞台是该领域的

研究趋势。进而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研究中医药领域发展

的研究热点与演化路径，将中医药领域发展分为３

个主要阶段。阶段演进反映了中医药领域从传统基

础扎根，到步入国际舞台，再到与现代技术结合的

全面拓展。具体来说，从最初聚焦于中医药学人才

培养和传统知识传承，到探索中医药在现代医疗健

康体系中的应用，再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

代科技手段推动传统疗法与时俱进，每个阶段都有

其重点。但其共同主线是：在保护和传承传统中医

药知识与文化的同时，不断寻求创新、与现代化科

技融合以及与国际接轨，同时，中医药领域获得持

续的关注和政策扶持。总体而言，这一发展路径见

证了中医药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中影响力的扩大，

既能为未来中医药研究和实践指明方向，也能为政

策制定提供新视角。

本研究认为，在未来中医药研究和实践中，中

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热点方向，有

助于促进中医药领域创新发展。如利用人工智能分

析中医药临床数据，包括病历记录、治疗用药和治

疗效果，筛选出治疗模式和药物的有效组合，提高

中医诊疗模式的科学性和效能；借助人工智能辅助

诊断，通过分析患者舌象、脉象等传统诊断数据提

供更精确的诊断建议等。

本研究可为相关政策和公共健康策略的制定提

供参考，一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中医药的

全球应用范围，助力中医药领域国际化发展；二是

要注重人才培养，如政府协同高校、企业等共同参

与构建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

新发展；三是针对中医药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角色

定位，重点宣传其在健康管理 （如传染病防控和慢

性病管理等）中的应用，强化中医药优势作用，并

扩大影响力。

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一是仅纳入万方数据

平台收录的文献，未覆盖其他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研

究文献；二是为确保数据与研究主题的紧密相关

性，以及避免学科间的重复和交叉，仅以 “中医

药”为关键词检索文献，未采用 “中医” “中药”

等关键词。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扩大检索范

围，进行更严谨、更全面的中医药领域研究热点主

题分析。

作者贡献：王安莉负责研究设计、论文撰写与修

订；张文婷负责数据收集、论文撰写与修订；文庭

孝、欧阳威、于姗姗负责提供指导与论文审校；杨

飞龙负责项目管理与研究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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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建 ［Ｊ］．中医杂志，２０２０，６１（２０）：１７６７－１７７０．

１２　蔺晓源，孟盼，龙红萍，等抑郁症 “脑郁”病机探

讨及应用 ［Ｊ］．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２０２０，２７（３）：

１０－１３．

１３　李刃，李浩崴，朱华旭，等中医药海外中心助推中医

药海外教育推广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Ｊ］．世界中

医药，２０２２，１７（１０）：１４９１－１４９６．

１４　王志昊，郎颖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移动医疗研究热点和趋

势分析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２１，１６（１２）：９７－１０４．

１５　许盈，潘宇，杨丽，等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新时

代中医药发展的根本遵循 ［Ｊ］．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４０（７）：８７２－８７６．

（上接第４１页）
１９　左秀然，杨国良，刘普林以智能分级为核心的传染病

多点触发预警系统建设的探讨 ［Ｊ］．中国数字医学，

２０２２，１７（９）：２８－３２．

２０　赵自雄，赵嘉，马家奇我国传染病监测信息系统发展与

整合建设构想 ［Ｊ］．疾病监测，２０１８，３３（５）：４２３－４２７．

２１　张诚，夏天，毛丹，等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化建设标准

体系研究及应用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２２，

１９（１）：５８－６２，７３．

２２　闻海，胡广宇，孟月莉，等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

互联互通问题与建议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０，４１

（４）：９－１３．

２３　王坤，毛阿燕，孟月莉，等．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

展历程、现状、问题与策略 ［Ｊ］．中国公共卫生，

２０１９，３５（７）：８０１－８０５．

２４　肖兴政，巴才国，孙俊菲“十三五”时期区域卫生健

康信息化建设发展回顾与展望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

杂志，２０２１，１８（３）：３０３－３０７，３６０．

２５　胡广宇，王清波，朱明，等基于主题框架分析的公共

卫生信息化建设典型案例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４２（５）：２０－２５．

２６　鲁芳芳，胡池，徐承中，等区域多点触发传染病预警

机制的建立与应用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２０２２，１９（６）：７９８－８０３．

２７　林鸿波，沈鹏，孙烨祥，等基于大数据建立传染病监

测预警响应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

杂志，２０２０，１７（４）：４１６－４２１．

２８　桂海燕，杨欣，胡晓先基于县域卫生信息平台的传染

病数据交换实践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８，

１５（５）：５１５－５１８．

２９　杜明梅，刘运喜我国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的发展与应用

［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２，３２（６）：８０１－８０４．

３０　童瀛，姚焕章，梁剑．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威胁及数据

加密技术探究 ［Ｊ］．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２０２１（４）：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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