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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利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甘草抗肿瘤的中英文文献，探索其研

究现状、热点及趋势。方法  运用 CiteSpace 6.2.R4 软件对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中收录

的 200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甘草抗肿瘤的中英文相关文献，从发文量、作者、机构、

期刊、基金资助、关键词等研究主题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 397 篇中文文献，

172 篇英文文献。中英文文献作者分析表明郑秋生和 Jung 分别为甘草抗肿瘤中文和英文

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和翰林大学分别为中文和英文发文量最多的机构，

英文文献中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多；中英文关键词分析显示甘草抗肿瘤研究主要

集中在乳腺癌、甘草及其活性成分、分子机制等方面。聚类分析显示，研究集中在甘草

活性成分及临床应用，中医治法理论及复方常用药物，甘草抗肿瘤的实验研究及作用机

制，甘草防治化疗药物引起的肾毒性等毒副作用的作用机制研究上。结论  甘草抗肿瘤

的机制探讨以及甘草与天然产物联合用药可能为今后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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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s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f anti-tumor of 
licorice based on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 and explores the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Methods  CiteSpace 6.2.R4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n licorice anti-tumor from January 2002 to September 2023 included in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and visually analyzed the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s, institutions, journals, funds, and keywords. Results  A total of 397 Chinese articles and 
172 English articles were included after screening. The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shows that Zheng Qiusheng and Jung are the author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anti-tumor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whil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allym University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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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espectively, and there is relatively more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English literature. Chinese and English keyword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nti-tumor research 
of Glycyrrhiza uralensis mainly focuses on breast cancer, licorice and its active components, 
molecular mechanism and so on. Cluster analysis shows tha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licor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theory 
and commonly used compound medicines;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licorice on anti-tumor effects;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licorice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nephrotoxicity and other toxic side effects caused by chemotherapy drugs. Conclusion  The 
study of anti-tumor mechanism of licoric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icorice and natural products 
may be the focus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Licorice; Tumor; Citespace; Research hotspot; Trend; Research progress

肿瘤作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严重

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 [1]。当前，肿瘤的治疗主

要以放疗、化疗为主，而多数临床化疗药物无选

择性，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对机体产生多种

毒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临床应用 [2]。中药

具有扶正祛邪、清热解毒的特性，现代研究表

明，中医药能够抑制肿瘤生长，也能与抗肿瘤

药物联合应用降低化疗引起的毒副作用，发挥

增效减毒作用，故中医药辅助药物防治疾病的

研究成为当前的热点 [3]。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胀果甘草（Glycyrrhiza inflata Bat.）或光果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的根或茎 [4]，具有清热

解毒、调和药性等功效及抗炎、抗氧化、抗肿瘤

等药理作用 [5]。

近二十年，关于甘草及其有效成分等抗肿瘤

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于甘

草抗肿瘤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的相关研究尚无

报道。CiteSpace 作为一款用于文献的计量和分析

工具，可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及预测其

趋势 [6]。且其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近年来增长趋

势明显 [2]。本文通过 CiteSpace 6.2.R4 软件对甘草

抗肿瘤的相关中英文文献的发文量、作者、机构、

期刊、基金资助、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探

究其研究热点及趋势 [7]，为甘草抗肿瘤的研究提

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为中文来源数据库，检

索时间为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采用主题检索，检索词为“甘草，肿瘤”，共检

索出 474 篇文献，经排除题目、摘要、内容与甘

草抗肿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会议论文、科技成

果及报纸等，共纳入 397 篇。

以 Web of Science（WOS）为英文来源数据库，

以“TS=licorice AND（TS=cancer OR TS=tumor）”

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得到 192 篇文献，排除内容不相

关及会议论文等，共纳入 172 篇。

1.2  数据整理
将 CNKI 的 中 文 文 献 题 录 以“Refworks” 格

式导出，WOS 的英文文献题录以“其他”格式导

出， 以“download_**.txt” 命 名 后 导 入 CiteSpace 

6.2.R4 进行格式转化、数据清洗、节点合并、数

据分析 [8]。时间分区为 200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

时间切片为 1 年；主题词来源默认全选；节点类

型中作者、机构、关键词阈值为 10%，并对关键

词采用 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图谱修剪算法进行修剪使图谱

更加清晰，其余设置使用软件系统默认值 [9]。

1.3  数据可视化
对纳入的 397 篇甘草抗肿瘤中文文献和 172

篇英文文献进行发文趋势、作者合作网络、机构

合作网络及关键词的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及突现

分析，绘制甘草抗肿瘤的网络知识图谱 [10]。并基

于软件提示，结合文献阅读和信息整合对图谱信

息进行深入分析。

2  结果

2.1  发文趋势
2002 年至 2023 年甘草抗肿瘤的发文量分析

见图 1。甘草抗肿瘤中文发文量在 2003—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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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节点及字体的大小和作者的发文量成正比。

发文量排名第 1 的作者为郑秋生（石河子大学，

7 篇），其次是赵秀梅（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3 篇）、张波（石河子大学，3 篇）及陶

遵威（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3 篇）。

根据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分析，本研究领

域目前并未形成联系广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

郑秋生、赵秀梅、陶遵威、张波、农智信等团队

合作网络。其中，发文量第 1 的团队为以郑秋生、

张波为核心的研究团队，研究规模相对较大，研

究主要涉及甘草素、甘草查尔酮 B 及异甘草素等

的抗肿瘤作用 [10-14]。发文量排名第 2 的团队以赵

秀梅、陶遵威为核心，团队内合作密切，主要研

究方向为甘草次酸复合物的抗肿瘤作用 [15-17]。

纳入的 172 篇英文文献包含作者 520 名，发

文量在 5 篇及以上的作者有 4 名（0.77%），发

文量在 3~5 篇的作者有 16 名（3.08%）。对发文

量在两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合作网络可视化分析

（图 2），共有 520 个节点，1 535 条连线，网络

密度为 0.011 4。其中以 Jung 等为核心的团队发

文量最高，团队之间的联系密切，主要研究甘草

提取物抑制各种肿瘤增殖的作用机制。其他发文

量较高的团队中 Lim 和 Chung 主要研究甘草提取

物及甘草活性成分对顺铂抗肿瘤增效减毒的作用

机制，Li 主要研究异甘草素抑制乳腺癌增殖的主

要作用机制，Hsia 和 Chen 主要研究异甘草素对

妇科常见癌症的抗癌作用机制。

发
文
量
（
篇
）

图1  2002—2023年甘草抗肿瘤研究年度发文量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annual publications of 

licorice anti-tumor research from 2002 to 2023

缓 慢 增 加，2008—2009 年 呈 下 降 趋 势；2009—

2013 年呈较大幅度增多趋势，在 2011 年较 2009

年多 1 倍的发文量；2014 年开始大幅度上涨，在

2016 年达到 36 篇；自 2016 年之后，发文量开始

波动下降，但仍维持年发文量在 20 篇左右。英

文发文量除 2010—2011 年呈下降趋势外，其余

年份均缓慢增长，自 2018 年开始平稳波动，年

发文量维持在 10 篇左右， 2022 年发文量有较大

回落，2023 年发文量首次超过 20 篇。

2.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以作者为视图节点，图中 N=434，E=441，

density=0.004 7，表示纳入视图的作者有 434 位，

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有 441 个，构成网络密度

为 0.004 7 的国内作者合作知识图谱，见图 2。网

图2  甘草抗肿瘤研究中文及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展示

Figure 2. Licorice anti-tumor research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uthors cooperative network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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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纳入的中文文献共涉及 359 家机构，发文量

在 10 篇及以上的机构共有 6 家（1.55%），发文

量在 5~10 篇的机构有 8 家（2.07%），其中发文

量最多的机构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

学（13 篇），其次为新疆医科大学（11 篇）。

通过对甘草抗肿瘤研究中文文献发表机构的合作

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见图 3，获得 359 个节点，

176 条连线，图谱密度仅为 0.002 7，表明机构之

间的合作非常少。图中少数机构之间的合作多为

大学与其附属医院之间的合作，跨地域的合作几

乎没有。

纳入的英文文献包含 227 家机构，发文量在

5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9 家（3.96%），3~5 篇的机

构有 23 家（10.13%）。通过对甘草抗肿瘤研究英

文文献发表机构的合作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见

图 3，获得 227 个节点，336 条连线，图谱密度仅

为 0.013 1，表明机构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多。发文

量在 5 篇以上的机构为翰林大学（15 篇）、中国

医科大学（9 篇）、中山医学大学（8 篇）、台北

医科大学（7 篇）、南京中医药大学（6 篇）、庆

北大学（6 篇）、首尔大学（6 篇）、延世大学（5 篇）

及北京大学（5 篇），9 家机构中就有 5 家为中国

大学，剩余 4 家机构为韩国大学，其中翰林大学

发文量最多。对发表文献的国家进行可视化分析，

发现中国以 83 篇位居第 1，韩国以 32 篇次之，

然后是美国（28 篇）、日本（9 篇）、印度（5 篇）、

伊朗（3 篇）、约旦（2 篇）、加拿大（2 篇）及

英国（2 篇），表明研究甘草抗肿瘤的机构中亚

洲处于领先地位，但又以我国在甘草抗肿瘤研究

中占比最高。

2.4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可反映出甘草抗肿瘤研究的热

点。运用 CiteSpace 构建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可视化分析得到 362 个节点，939 条连线，见图 4。

其中中文关键词出现频次≥ 10 的有 14 个（表 1），

英文关键词出现频次≥ 15 的有 9 个（表 2）。结

合关键词信息发现甘草抗肿瘤中文文献研究主要

涉及活性成分、各种实体瘤及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的机制。涉及到的活性成分按发文量由多到少分

别为甘草次酸、异甘草素、甘草素、甘草多糖、

甘草酸等，涉及到的各种实体瘤主要集中在胃癌、

肝癌、肺癌、乳腺癌等常发肿瘤。中介中心性是

评价网络节点重要性的关键指标，在甘草抗肿瘤

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具有较高中

心性的关键词为乳腺癌（0.44）、增殖（0.35）、

甘草（0.28）、甘草素（0.22）、中医药（0.22），

表明甘草活性成分甘草素、肿瘤细胞增殖、乳腺

癌及中医药抗肿瘤等是甘草抗肿瘤研究领域中的

研究热点。

对 英 文 文 献 的 关 键 词 进 行 共 现 网 络 分 析

（图 4），得到 384 个节点，1 223 条连线，在频

次≥ 15 的关键词中，乳腺癌的中心性最高，细

胞凋亡的频次也排在前列。结果表明甘草抗肿瘤

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乳腺癌、甘草及其活性成

分、增殖、细胞凋亡及激活等方面。

图3  甘草抗肿瘤研究中文及英文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展示

Figure 3. Licorice anti-tumor research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stitutions cooperative network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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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甘草抗肿瘤研究中文及英文文献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展示

Figure 4. Licorice anti-tumor research Chinese and co-emergence network display of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s

表1  甘草抗肿瘤中文文献中频次≥10的关键词

Table 1. Licorice anti-tumor Chinese keywords 

with frequency ≥10 in the literature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甘草 62 0.28

2 抗肿瘤 54 0.07

3 甘草次酸 40 0.15

4 异甘草素 28 0.08

5 肿瘤 27 0.19

6 作用机制 27 0.04

7 细胞凋亡 25 0.06

8 凋亡 18 0.14

9 恶性肿瘤 17 0.11

10 甘草素 12 0.22

11 化疗 11 0.16

12 甘草甜素 11 0.16

13 乳腺癌 11 0.44

14 肝癌 10 0.01

表2  甘草抗肿瘤英文文献中频次≥15的关键词

Table 2. Key words of frequency ≥15 in licorice 

anti-tumor English literature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expression 42 0.24

2 apoptosis 40 0.13

3 licorice 35 0.09

4 growth 25 0.15

5 breast cancer 20 0.40

6 cancer 20 0.24

7 inhibition 20 0.04

8 activation 15 0.21

2.5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的网络基础上，采用 LLR 算法

从关键词中对标签进行提取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

图谱，见图 5。甘草抗肿瘤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

知识图谱含 362 个节点，939 条连线，共形成 14

个聚类标签，聚类模块值（Q）=0.804（Q ＞ 0.3），

说明聚类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S）=0.933 7 

（S ＞ 0.7），说明聚类结果可信。由于聚类标

签不能完整显示每一个聚类标签所包含的关键

词，因此根据研究内容进一步分析，将 14 个聚

类标签归纳为 3 大类：一是甘草活性成分及临床

应用（#0、#2、#4、#12、#14）；二是中医治法

理论及复方常用药物（#1、#3、#5、#6、#10、

#11）；三是甘草抗肿瘤的实验研究及作用机制

（#7、#8、#9）。

对 384 个英文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图 5），

共得到 13 个模块，模块化 Q=0.697 5（Q ＞ 0.3），

说明其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 S=0.881（S ＞ 0.5），

聚类结果可信。将英文文献聚类总结可发现其更

注重实验研究，13 个聚类标签可归纳为 3 大类：

一是甘草及其活性成分的抗肿瘤机制研究（#0、

#1、#2、#6、#8、#9、#10、#11、#12）；二是甘

草提取物及活性成分如甘草次酸、18β- 甘草次酸

及甘草多糖等的研究（#3、#4、#7）；三是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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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甘草抗肿瘤研究中文及英文文献关键词的聚类网络展示

Figure 5. Clustering network displa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s in licorice anti-tumor 

research

图6  甘草抗肿瘤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Figure 6. Licorice anti-tumor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map

防治化疗药物引起的肾毒性等毒副作用的作用机

制研究（#5）。

通过选择“timeline”绘制甘草抗肿瘤中文文

献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图谱，对聚类的时间跨度

及关联进行可视化分析，见图 6。可以发现，#0（肿

瘤）、#2（甘草素）、#5（甘草）、#9（细胞增殖）

及 #12（作用机制）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时间跨

度较长，表明近些年其研究热度居高不下。

通过对甘草抗肿瘤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时

间线图进行分析，见图 7。可发现 #0、#2、#4、

#7、#8 的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表明甘草

抗肿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甘草活性成分如甘草次

酸、甘草多糖等抑制肿瘤生长及调控肿瘤细胞周

期上。

2.6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是指在短时间内关键词的使用频

次骤增，可通过其来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进而分析该领域的研究趋

势 [18]。"begin" 代表甘草抗肿瘤的关键词突现出现

的时间，"end" 代表其结束时间，"strength" 代表

甘草抗肿瘤的关键词突变强度。甘草抗肿瘤研究

的中文文献关键词突现分析如图 8。从突现度看，

排名前 5 的突现词依次为甘草甜素、肺癌、凋亡、

肝癌及细胞增殖。从研究的持续时间看，2017 年

及以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针对甘草甜素诱导恶性肿

瘤细胞凋亡（甘草甜素、恶性肿瘤、甘草素、细

胞凋亡、凋亡）；2018 年及其以后的研究热点甘

草及其活性成分对肝癌、胃癌、肺癌及乳腺癌的

抑制作用，以及甘草对肿瘤细胞增殖、凋亡的影

响（甘草素、凋亡、肝癌、胃癌、肺癌、乳腺癌

图7  甘草抗肿瘤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Figure 7. Licorice anti-tumor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map

及细胞增殖）。

英 文 文 献 关 键 词 突 现 得 到 13 个 突 现 词，

见图 9。排名前五的突现词依次为 pathway、nf 

kappa b、glycyrrhicin、resistance、apoptosis。 从

研究的持续时间看，2010 年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前列腺癌及甘草与姜黄素联合用药上（pro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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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甘草抗肿瘤中文文献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ure 8. Licorice anti-tumor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 prominence analysis

图9  甘草抗肿瘤英文文献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ure 9. Licorice anti-tumor English literature 

keyword prominence analysis

cancer、glycyrrhizinn、curcumin），其中甘草素的

突现强度较高（2.73），表明其在甘草抗肿瘤研

究中较为活跃；2011 年以后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从分子水平探讨甘草抗肿瘤机制上（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tumor growth，growth，nf kappa b，

cycle arrest，cycle arrest，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pathway，resistance，apoptosis，natural 

product），其中对甘草抗肿瘤引起的通路变化的

研究较为活跃，其突现强度为所有突现词中最高

（3.45）。以上突现词结果表明，机制中通路与

细胞凋亡研究、甘草与天然产物联合用药可能为

制了其临床应用。近些年，以中药联合化疗药物

治疗癌症并减轻或预防化疗药物引起的机体脏器

损伤，日益引起研究人员重视 [19]。甘草作为解

毒“圣药”，可缓解化疗药物引起的各种毒副作

用，且在抗肝癌、乳腺癌、肺癌等肿瘤及联合其

它药物抗肿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故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甘草抗肿瘤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可

视化分析，揭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预测甘草抗

肿瘤研究的前沿和趋势。

甘草抗肿瘤研究中英文文献发文量趋势显

示，发文量呈波动性缓慢增长，提示甘草抗肿瘤

研究受到的关注将持续增加。郑秋生和 Jung 分别

为甘草抗肿瘤中文和英文文献的核心作者，且英

文文献作者中中国人占比较高。研究机构可视化

分析显示英文文献发文量较高的机构中，前 9 家

机构中 4 家为中国大学，且对发表英文文献的国

家进行统计，中国以 83 篇位居第一，提示甘草

抗肿瘤研究的主要群体和研究机构在国内。同时，

甘草抗肿瘤中英文文献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知

识图谱显示，中文文献中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之

间的联系非常少，而英文文献中研究团队和研究

机构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密切，然而研究团队和机

构之间的联系具有地域性，跨地域合作的作者和

机构非常少。

甘草抗肿瘤中英文文献关键词分析显示甘草

抗肿瘤的国内外研究方向大体相似。国内研究较

为全面，除甘草抗肿瘤机制研究外，还侧重于用

中医治法联合其它中药治疗肿瘤，而国外研究侧

重于通过信号通路等来探究甘草及其活性成分抗

肿瘤的作用机制。结合关键词突现和时间线图分

析可显示甘草抗肿瘤的研究热点随时间变化的趋

势，预测今后的研究热点为：甘草抗肿瘤机制研

究、甘草与天然药物联合用药研究、甘草缓解化

疗药物毒性研究。

相比于传统综述，CiteSpace 可更加方便、快

捷和直观地显示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预测今后

的研究趋势 [6]。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本

文仅对中文和英文常用数据库 CNKI 和 WOS 中的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能会有一些遗漏，使结

果具有一定的误差。今后的研究中可搜索多个数

据库，查缺补漏，分析中英文文献中甘草抗肿瘤

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本文通过 CiteSpace 对甘草抗肿瘤的中英文文

今后的甘草抗肿瘤的研究热点。

3  讨论

目前多数抗肿瘤药物会引起较严重的毒副作

用，严重影响其临床疗效和患者的用药感受且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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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作者、机构、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探讨

甘草抗肿瘤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结果表明研

究主要集中在甘草及其活性成分、通路、细胞增

殖、细胞凋亡、乳腺癌等方面，当前以甘草及其

活性成分抗肿瘤的分子机制为研究热点。目前虽

然对甘草抗肿瘤的机制研究逐渐深入，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如甘草抗肿瘤的研究较多，但对它的

成果转化较少，应将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

甘草在中药中常以复方的形式应用，应对甘草复

方抗肿瘤作用机制深入研究；甘草具有多个活性

成分，实验研究大多都集中在甘草次酸、甘草素、

异甘草素上，应加强对甘草其它活性成分的研究；

各研究团队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不够，应加强各团

队和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优势互补，提高各自

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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