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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七作为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中医临床治疗各项疾病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研究

目的：对有关三七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其从2012年到2022年10年间的热点及研究进程。

研究方法：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2012年7月29日至2022年7月28日共10年
间以三七为主题或关键词的相关文献，经过筛选得到所需文章，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作者和机

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通过关键词分析，预测三七未来主要热点在三七种植、三七产业发展、

三七临床应用等；三七的主要研究作者有崔秀明、陈中坚、杨野等人；主要研究机构有昆明理工大学、

文山学院文山三七研究院、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结论：本文所纳入的文献中研究三七的

绝大部分学术团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仅有小部分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通过

分析推断出三七总皂苷、三七中医临床应用、三七产业链发展、三七的含量测定、药理作用等是三七研

究的重要领域，将继续成为三七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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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nax notoginseng, as a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Research 
Purpos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literature on Panax notoginseng and study its hot spots and re-
search process in the 10 years from 2012 to 2022.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takes the data-
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searches the relevant lite-
rature with Panax notoginseng as the theme or keyword in the 10-year period from July 29, 2012 
to July 28, 2022, selects the required articles, and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keyword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keyword analysis,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main hot spots of Panax notoginseng in the future will be Panax notoginseng planting, Pa-
nax notoginse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nax notoginseng clinical application, etc.; The main 
research authors of Panax notoginseng include Cui Xiuming, Chen Zhongjian, Yang Ye and others; 
The ma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nshan Sanqi 
Research Institute of Wenshan University, and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clusion: Most of the academic teams studying Panax no-
toginseng in the literature included in this paper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m do not hav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There is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Through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otal saponins of Panax notoginseng, the clinical applica-
tion of Panax notoginse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Panax notoginseng 
industrial chain,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Panax notoginseng,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etc. are 
important areas of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and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the hotspot of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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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七(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 Chen.)是五加科人参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入药部位为其干燥的

根和根茎，有活血化瘀、消肿定痛之效[1]。《纲目》曰“甘，味苦，温”[2]；《本草便读》云“入胃行

肝”[3]。在中医上普遍认为三七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特点[4]，在中医临床应用以及各方剂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伤科要药”[5]，具有“止血而不留淤，化淤而不伤正”的特点[6] [7]。 
三七秋季花开前采挖，洗净晒干，生用；除了具有化瘀止血、消肿定痛的功效外，还有极其优良的

止血功效。三七主要含三萜皂苷活性成分，主要成分为三七皂苷[8]。三七主产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

为道地药材，三七的主产地中又以云南省文山州所产的三七药效最好、品质最佳。 

2. 研究目的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陈超美教授开发研制的科学文献计量自

动化软件。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可以将相关研究领域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以科学知识图谱的方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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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操作者面前[9]，使得研究者可以直观地看到某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可以对所研究的领域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并分析其未来发展态势。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有关我国人参属植物三七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分

析，通过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揭示近 10 年三七的研究现状和规律，为三七于中医临床方面的研究发

展以及三七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从 2012 年至 2022 年，中国范围内发表了大批关于三七主要活性成分三七皂苷、三七中医临床治疗

疾病、三七种植与产业链发展的研究文章。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是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信

息的专业软件，通过对三七相关研究的文献数据信息的分布、数量及其内在联系，以可视化图谱的方式

直观展现关键词、作者、发文机构等之间的联系，能够定量地分析在三七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前沿方向

并预测三七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应用前景。运用 CiteSpace6.1.R2 软件对近 10 年来全国发表的有关

三七领域研究的中文相关文献的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探

究中国关于三七领域研究的前沿热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三七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三七产业发展的

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及筛选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 http://www.cnki.net)数据库为检索平台，采用高级检索，检索方式：条件：主

题 = 三七 OR 题名 = 三七 AND 关键词 = 三七，检索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29 日至 2022 年 7 月 28 日，

经过筛选，共得 1755 篇文章，经人工筛选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报纸 1 篇、会议 48 篇、图书 1 册、科技成

果 55 个、17 篇无关硕士论文以及 2 篇明显不相关期刊，最终得到符合主题文献共计 1631 篇，并以

“Refworks”格式导出。 

3.2. 参数设置 

将以上数据导入 CiteSpace6.1.R2 版本进行数据转化、分析，时间分段(time slicing)为 2012 年到 2021
年，文献以每 1 年为 1 个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节点类型中分别选取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
关键词(keyword)。 

4. 研究结果 

4.1. 关键词 

图 1 中关键词所在图标越大，表明其出现的频率越高。因此，结合图 1 和表 1，我们可以看出除去

本文主题中的三七外，关键词出现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皂苷、黄芪、丹参、人参、药理作用、连作障碍、

根腐病、三七皂苷、人参皂苷等。通过 CiteSpace6.1.R2 软件对导出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后，得到表

1 中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三七未来或将以药理作用、三七皂苷和含量测定等为主

要的研究方向，三七产业发展将以克服连作障碍、解决根腐病为导向。 
 
Table 1.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Panax notoginseng study 
表 1. 三七研究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1 三七 1514 1.59 2012 

2 皂苷 87 0.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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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黄芪 60 0.1 2012 

4 丹参 52 0.08 2012 

5 人参 51 0.08 2012 

6 药理作用 40 0.06 2013 

7 连作障碍 39 0.07 2013 

8 根腐病 35 0.12 2013 

9 三七皂苷 31 0.04 2012 

10 人参皂苷 29 0.02 2012 

11 含量测定 26 0.03 2012 
12 质量标准 25 0.06 2012 
13 指纹图谱 22 0.03 2012 
14 西洋参 21 0.02 2016 
15 总皂苷 20 0.02 2013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近 10 年有关三七研究的参考文献数据，结合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三七的研究热点、合作关系和发展趋势等内容做了相关图谱可视化分析，构建了三七关键词

研究图谱，具体内容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Keyword correlation diagram of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literature 
图 1. 三七研究文献关键词相关性图 

 
如图 2 所示，关键词一旦出现，将固定在首次出现的年份，之后的文章中若再次出现该关键词，图

中将不再显示，只会出现在刚出现的年份显示。由于本文导入文章年限为 2012 年到 2022 年，故本文核

心关键词三七最早出现在 2012 年。此后关键词三七随出现频次的增加，其对应节点大小也逐渐增加，如

图 2 中可以看到关键词三七的节点最大，表明其出现频率最高，出现次数最多，根据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中得到三七出现频次为 151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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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键词时区图中可以看出，近 10 年有关三七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七、皂苷、黄芪、丹参、人参、

药理作用、连作障碍、根腐病、三七皂苷、人参皂苷等有关三七研究的相关热点上。关键词突现是指在

短时间之内该词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加，表明某段时间内该领域的研究备受科研人员的关注，据此可以判

断该领域的前沿进展和研究趋势[10]。在 2012 年发生了一系列高频关键词的突现，此后发生了一系列有

关的新的关键词突现，如光合作用、化学成分、西洋参等，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

测三七中医临床治疗疾病和三七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Figure 2. Keywords time zone of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literature 
图 2. 三七研究文献关键词时区图 

 
通过 CiteSpace6.1.R2 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Q 值(模块值)和 S 值(平均轮廓值)是衡量关键词聚类

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研究上认为，Q 值 > 0.3 表示聚类结构清晰，S > 0.5 表明聚类划分合理[11]。本研

究中 Q = 0.6348，S = 0.9403，结果达到标准，通过聚类分析得到 541 个节点、953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65，节点多且节点之间存在联系，得到当下三七研究依旧为热点，且通过阅读所导入的文章结合可

视化图谱分析，得到三七最新研究有 6 个聚类重点(见图 3)。 
分别有以下几个聚类，#0 三七、#1 皂苷、#2 三七素、#3 丹参、#4 药理作用、#5 三七皂苷。聚类#0

三七已在引言中详细描述，此处不再重复赘述；聚类#1 皂苷和#5 三七皂苷，通过阅读文献得到，三七中

各物质的含量存在着差异，皂苷为三七的主要成分，而其中以人参皂苷 Rg1、人参皂苷 Rb1、人参皂苷

Re、人参皂苷 Rd、三七皂苷 R1 的含量较高[12]，以三七总皂苷(Panax notoginseng Saponins, PNS)为其最

重要的活性成分，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三七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为三七中各皂苷含量测定，通过测

定其各组分的含量，结合当下科学技术提高三七相关药品含量的配比，使三七药效可以充分发挥得以利

用。有实验研究证明，三七有效成分三七总皂苷(PNS)可有效地改善糖尿病肾病模型小鼠的肾损伤问题，

可通过抗氧化应激、抗炎症反应、降低肾组织 TGF-β1、Col-IV、AGEs 等因子的表达实现治疗疾病的过

程[13] [14]。由此可以推断出，将来三七总皂苷的临床作用研究将成为三七研究的一个重点，具有良好的

研究前景。聚类#2 三七素，三七素也称田七氨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氨基酸，是三七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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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三七素具有保护神经、止血、抗炎症、降血糖以及减轻糖尿病肾病损伤等多种药理活

性[15]，在三七的临床应用中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聚类#3 丹参，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三七的主要活性

成分为三七总皂苷，丹参的主要水溶性成分为丹参总酚酸。有研究发现，三七总皂苷和丹参总酚酸配伍

时可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改善心肌缺血等症状[16]，三七与丹参可以相互配伍共同治疗疾病，这既符合中

医君臣佐使的用药方法，也标志着三七临床用药范围的扩大。这是现代三七结合传统中医优秀理念的结

果，也是三七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聚类#4 药理作用主要侧重于通过三七动物实验，得到三七的作

用及疗效。 
通过查阅相关文章发现，中药材三七中主要含有达玛烷型四环三萜母核结构的皂苷类成分，其中以

人参皂苷 Rg1、人参皂苷 Rb1、人参皂苷 Re、人参皂苷 Rd、三七皂苷 R1 的含量较高[12]。近年来，三

七药材及三七总皂苷(PNS)在治疗 RF (肾纤维化)方面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17] [18]。三七总皂苷为五加科

人参属植物三七的主要有效活性成分，含多种单体皂苷，有清除自由基、抗炎症与抗氧化、降血脂等药

理作用[19]。药理学研究发现三七总皂苷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减少炎症细胞的聚集，下调肾组织中 RF
相关性因子表达，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抑制整合素、纤维化标志物 TGF-β1 的表达，抑制人肾

间质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调节并减少 ECM 的积聚等作用[20]。因此得到结论：三七总皂苷作为三七的

主要活性成分，在三七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经过可视化分析所得图谱可为三七相

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指导信息，对掌握三七于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研究和三七产业链发展研究的实时发

展动态具有重要意义。 
 

 
Figure 3.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literature keywords time-line graph 
图 3. 三七研究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式图 

4.2. 作者 

作者是三七研究的主体，通过图谱可视化网络分析可以了解作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关系。本文通过

CiteSpace6.1.R2 软件对有关三七研究的文献作者进行图谱分析。通过 CiteSpace6.1.R2 软件对筛选后的文

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首先得到作者发文数量表格，表格中包含了发表文章数量排名前十的作者，通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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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以看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崔秀明发文量为 53 篇，其次陈中坚发文量为 47 篇，杨野发文量为 32 篇，

相关表格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Number of author publications 
表 2. 作者发文数量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中心性 

1 崔秀明 53 0.13 

2 陈中坚 47 0.13 

3 杨野 32 0.05 

4 魏富刚 27 0.07 

5 杨莉 24 0.11 

6 陈军文 24 0.01 

7 冯光泉 24 0.07 

8 张子龙 23 0.04 

9 孙玉琴 23 0.01 

10 杨生超 22 0.01 

 
得出表格所需数据之后，再一次进行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得到相关数据，三七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

包括 487 个节点、1211 条连线，构成网络密度为 0.0102 的作者合作知识图谱，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各作

者之间的连线以及网络密度数据，可以得出各发文作者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的结论。图 4 中的节点越大

表明该作者出现次数越多，连线越粗表明作者之间合作关系越紧密。由图 4 可知，部分作者间存在一定

的合作关系，并形成几个较大的合作团队，其中，以崔秀明为核心的团队、陈中坚为核心的团队和杨野

为核心的团队比其他团队的规模更大，团队成员多，发文量较其他团队更多。三七相关研究的发文数量

的多少可以反映作者对三七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表 2 中数据与图 4 中的图谱相对应，可以得到作者

之间呈现了一种关联度较强的合作关系网。以崔秀明、杨野为核心的团队研究主要为三七相关产业研究、

三七种植生产研究两个研究方向；以陈中坚为核心的团队以三七的种植、治疗三七病害为主要的两个研

究方向。 

4.3. 机构 

某发文机构的论文产出量，产出时间，覆盖范围相当程度上能反映该机构特定领域科研实力、持续

研究能力、总体研究水平[21]。发文机构的分析能为科研学者提供权威可信的参考，利于资料文献的查找，

有助于一定程度地了解各机构对三七研究的关注度和科研水平[22]。纳入研究的 1631 篇三七相关研究文

献中，主要研究机构有昆明理工大学(中心性为 0，85 篇)、文山学院文山三七研究院(中心性为 0.09，59
篇)、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中心性为 0.05，54 篇)、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中心

性为 0.03，46 篇)、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中心性为 0.06，41 篇)。网络中介中心性表明(见表 3)，具

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为昆明理工大学、文山学院文山三七研究院、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各机构之间存在复杂连线，表明机构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图 5 中可以得到以文山学院文山三七研究

院、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两个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有关三七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与

密切联系。其次，部分研究机构诸如昆明理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机构独立开展研究，形成与其他

研究机构之间联系不紧密或无联系的现象，具体详情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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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Network display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of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图 4. 三七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展示图 

 
Table 3. Centrality and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by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表 3. 三七研究机构中心性及发文数量 

序号 机构 中心性 发文量 

1 昆明理工大学 0 85 

2 文山学院文山三七研究院 0.09 59 

3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0.05 54 

4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0.03 46 

5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0.06 41 

6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0.11 37 

7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0.06 32 

8 北京中医药大学 0 29 

9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0.07 25 

10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0.03 20 

5. 结论与期望 

本文仅收纳了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相关中文文献，未导入外文文献进行分析，分析年份为 10 年，分析

的范围较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能一定程度上推断出近年来三七的研究方向。通过最新研究进展结

合相关文章有以下推断：三七总皂苷、含量测定、氧化应激等词将成为三七研究的重点，具有良好的

前景。 
本文使用 CiteSpace6.1.R2 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有关三七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直观地展示了近年来中国范围内对三七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向，并展示出研究作者、研究机构间的合作

等信息。结果显示，各机构间合作较多，呈现大部分机构之间相互合作，但仍有部分机构自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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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operation network of Panax notoginseng research literature institutions 
图 5. 三七研究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图 

 
因此得到结论，加强各机构间合作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三七主要成分皂苷作用疾病靶点和作

用效果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未来也将继续成为热点，是三七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三七与其他

药物配伍用药，遵循传统中医理法方药的优良理念，多种药物配伍治疗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且具有

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三七种植与三七产业链发展也是三七领域的一个重点。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 可视

化分析对近 10 年三七研究文献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以期为三七的深入研究和未来研究方向在一定程度上

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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