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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近 10 年中医药类系统评价 /Meta 分析的发表情况。方法  检索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PubMed、 Web of Knowledge、CNKI、SinoMed、

WanFang Data、VIP 数据库及 Cochrane Register、PROSPERO 注册平台，纳入 2015 年 1 月—

2024 年 12 月发表的中医药类系统评价 /Meta 分析文献。筛选文献并对机构、国家、期刊

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清洗后，分析文献发表的年代趋势、高频病种、高频期刊、高频院

校及高被引文献等。结果  纳入文献 11 174 篇，涉及作者 56 656 人次，来源于 44 个国家

的 1  422 个机构，涉及 1 300 种期刊及 1 070 个病种。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机构分别为北京

中医药大学（954 篇）、广州中医药大学（928 篇）、中国中医科学院（537 篇）、天津中

医药大学（460 篇）和成都中医药大学（393 篇）；国外院校发文量较大者集中于韩国、伊

朗和澳大利亚。发文量最大的中文期刊和英文期刊分别为《中医临床研究》（332 篇）和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311 篇）。单人成文有 282 篇涉及

271 位作者。单篇文献最高被引 323 次。研究数量前 3 位的病种为糖尿病（267 篇，2.39%）、

心绞痛（214 篇，1.92%）和骨关节炎（210 篇，1.88%）。非药物干预措施如针灸（1  265 篇，

11.32%）、耳穴疗法（101 篇，0.90%）和太极拳（98 篇，0.88%）等报道最多；单一药物

干预方面，雷公藤片（76 篇，0.68%）和丹红注射液（54 篇，0.48%）的研究量较大。结论  

系统评价 /Meta 分析方法在中医药领域应用广泛，发表文献保持增长态势，目前已涌现出一

批活跃的学术团队、机构和期刊。近 10 年中文中医药类系统评价 /Meta 分析在糖尿病、心

绞痛和骨关节炎等慢性病领域证据较多，英文对针灸等非药物疗法的研究报道较多，也出

现了一些高被引文献，但仍存在研究透明度和方法学标准化等问题，今后可建立透明化和

质量控制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医药循证研究的可靠性、准确性和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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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ystematic reviews/Meta-analysi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Methods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PubMed, Web of Knowledge, CNKI, SinoMed, WanFang Data, VIP databases, as well as the Cochrane Register 
and PROSPERO registration platform were searched to collect TCM-related systematic reviews/Meta-
analysis published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24. Literature was screened, and standardization of 
institutions, countries, and journals was performed. Data cleaning was conducted, and trends in publication 
years, high-frequency diseases, journals, institutions, and highly cited pape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1,174 paper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approximately 56,656 authors from 1,422 institutions across 44 
countries, covering 1,300 journals and 1,070 diseases. The top five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publications wer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954 papers),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928 papers),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537 paper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460 papers), 
and Chengd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93 papers). Foreign institutions with the highest publication 
volumes were concentrated in South Korea, Iran, and Australia. The most frequently published Chinese journal 
was Zhongyi Clinical Research with 332 papers, while the most published English journal was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with 311 papers. There were 282 single-author papers involving 271 
authors, and the most cited paper was referenced 323 times, The three most frequently studied diseases were 
diabetes (267 papers, 2.39%), angina pectoris (214 papers, 1.92%), and osteoarthritis (210 papers, 1.88%). Non-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such as acupuncture (1,265 papers, 11.32%), auricular therapy (101 papers, 0.90%), 
and Tai Chi (98 papers, 0.88%) were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In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studies on 
Tripterygium wilfordii tablets (76 papers, 0.68%) and Danhong injection (54 papers, 0.48%) were more common. 
Conclusion  The systematic reviews/Meta-analysis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TCM, and the field 
continues to grow. Active academic teams, institutions, and journals have emerge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body of evidence in Chinese systematic reviews on TCM for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diabetes, angina pectoris, and osteoarthritis. In English-language studies, non-pharmacological therapies like 
acupuncture have been more widely reported, and some high-impact studies have emerged.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such as issues with research transparency and method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Future effort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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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循证医学被引入中医药领域，成为中

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重要分支之一 [1]。经过近 26

年的发展，循证医学与中医药融合良好，初步建

立了中医药循证证据体系，形成了“临床研究 -

系统评价 /Meta 分析 - 循证指南”的循证证据生

态链 [2]。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SR）/Meta

分析是循证医学中对中医药进行疗效和安全性评

价的重要方法 [3]，既是对原始临床研究的汇总，

也是二次研究构成循证指南证据体的基础 [4]，对

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调查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的发表现状能反映 SR/Meta 分析方

法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和融合情况，更有助于

发现存在的问题。已有研究对 2015 年前发表的

中医药类 SR 进行过现状调查 [3] 和引证分析 [5]，

但未见近 10 年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的现状研

究 [6- 7]，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并对比 2015

年之前的研究结果，分析近 10 年的发展趋势和

存在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文献类型为 SR 或 Meta 分析；

②文献内容为中医药的相关研究，包括中医药

药物疗法（如中草药、中成药、中医复方等）、

中医非药物疗法（如针灸、太极拳等）、证型

研究等。

排除标准：会议论文、重复发表的文献、非

中英文的文献、无全文的文献、再评价的研究、

单纯质量评价的研究、SR 方案。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 算 机 检 索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PubMed、Web of Knowledge、CNKI、

SinoMed、WanFang Data、VIP 数据库及 Cochrane 

Register、PROSPERO 注 册 平 台， 纳 入 2015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发表的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

文献。检索策略采取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并

手动追踪文献的参考文献、会议专题报道的全文、

灰色文献等。中文检索词包括：系统评价、系统

1.3  文献筛选流程
1.3.1  文献筛选培训

成立 5 人研究小组，组长对 A、B 两组 4 名

研究者进行培训。随机选取 50 篇文献进行一致性

筛选，使用 SPSS 19 软件计算 Kappa 值。如 Kappa

值＜ 0.75，则进行再培训，直至一致性达到要求。

A、B 两组中 3 名研究者的 Kappa 值均大于 0.75，

余 1 名研究者为 0.72，经培训后达到 0.78。

1.3.2  文献筛选和管理
A 组 2 名研究者使用 NoteExpress 软件管理

中文文献，B 组使用 Endnote 软件管理英文文献。

2 组分别进行合并、查重、筛选及全文复核，最

后交叉核对结果。导出合并题录后对中英文重复

收录进行查重剔除，遇有分歧由小组 5 人讨论后

决定。

1.4  数据提取与清洗标化
1.4.1  数据提取与缺失值填补

将 NoteExpress 软件中的题录导出至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提取年代、标题、作者、机构、

国家、期刊、语言等数据。A 组研究者分别独

立填补缺失值，B 组研究者核对，不一致之处经

5 人讨论后确定。

1.4.2  机构标化
提取文献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仅保留一级

单位，去除科室等二级单位。附属医院合并到所

focus on establishing transparent systems and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ccuracy,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evidence-based research.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Bibliometrics; Current 
status survey

#1 systematic review[Title/Abstract]

#2 review[Title/Abstract]

#3 systematic[Title/Abstract]

#4 meta analysis[Title/Abstract]

#5 meta analyses[Title/Abstract]

#6 #1 OR #2 OR #3 OR #4 OR #5

#7 Chinese medicine[Text Word] 

#8 #6 AND #7 

框1  PubMed检索策略

Box 1. Search strategy in PubMed

综述、Meta、中医；英文检索词包括：systematic 

review、review、systematic、meta analysis、meta 

analyses、Chinese medicine。以 PubMed 数据库为例，

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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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大学 / 科学院，优先级为直属大学 > 非直属大

学 > 直属学院 > 非直属学院。对于有多个名称的

医院，选择统一名称。

1.4.3  期刊标化与评定标准
梳理期刊信息，使用 CNKI 的期刊导航查询

结果进行统一命名，对英文缩略形式统一标化为

英文全称。有中英文两种名称的期刊统一为英文

名称。依据 2024 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目录、

《2023—2026 年度 T1 级和 T2 级中医药中文科技

期刊分级目录》对期刊进行评定。

1.4.4  病种提取和标化
提取每篇文献的病种或症状，采用国际疾病

分类第十一修订本（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ICD-11）（如无，则采用 ICD-10）

编码进行标注，无法编码者由小组讨论决定。

1.5  统计学分析
使 用 R 软 件 4.4.2 进 行 数 据 正 态 性 检 验，

若 P ≤ 0.05 则 认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使 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统计发表年份、作者人

数、来源期刊、第一完成机构、病种等频次和百

分比。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文献 364 624 篇，经逐层筛选后，

最终纳入 11 174 篇（见图 1），其中中文文献

8  584 篇，占比 76.82%，英文文献 2 590 篇，占

比 23.18%。中文文献数为英文文献的 3.31 倍。

2.2  年度发表趋势与语言分布
2015—2024 年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发表

数量总体呈现先快速增长后略有下降的趋势。

2015—2019 年的年度总发表数量从 782 篇增长

到 1 394 篇，年均增长率约为 15.4%。2019 达

峰值，相当于平均每天有 3.8 篇中医药类 SR/

Meta 分析的文献发表。2020—2024 年的年度总

发表数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至 2023 年降至

961 篇，但 2024 年回升至 1 164 篇，同比增长

21.1%。见图 2。

在 发 表 语 言 方 面， 中 文 文 献 发 表 数 量 从

2015 年的 665 篇增长至 2019 年的 1 059 篇，增

幅 59.2%，此后 2021—2024 年呈逐年下降趋势。

英文文献虽总量不及中文，但增长速率更快，

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364 127）a

通过其他途径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497）b

剔重后获得文献（n=194 534）

阅读文题和摘要初筛（n=194 534）

阅读全文复筛（n=14 710）

纳入定性分析的文献（n=11 174）

排除（n=179 824）c

排除（n=3 536）d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Figure 1.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and results
注：a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n=995)、  PubMed（n=6  149）、Web 
of  Knowledge（n=260  024）、CNKI（n=11  800）、SinoMed
（n=17   922）、WanFang Data（n=52 152）、VIP（n=15 085）；
b所检索的其他途径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Cochrane  Register
（n=0）、PROSPERO（n=497）；c所排除的理由及排除文献数
具体如下，干预措施不符（n=130  484）、会议论文（n=204）、
SR再评价（n=70）、质量评价（n=22）、方案（n=35）、基础
实验（n=1  075）、临床研究（n=1  977）、综述（n=10  000）、
非中英文（n=119）、重复文献（n=14 594）、无全文（n=75）、
其他（n=21 169）；d所排除的理由及排除文献数具体如下，方案
（n=1 252）、会议论文（n=13）、基础实验（n=38）、临床试验
（n=353）、质量评价（n=124）、综述（n=218）、干预措施不
符（n=441）、非中英文（n=17）、无全文（n=17）、重复文献
（n=613）、其他（n=328）、硕博士论文（n=48）、SR再评价
（n=74）。

图2  2015—2024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发表数量的

年度分布图

Figure 2.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lated SR/Meta-analysis publications 

from 2015 to 2024

从 2015 年的 117 篇增至 2020 年的 404 篇，增幅

168.32%，虽 2021—2023 年下降较多，但 2024 年

又回升至 404 篇，为近 10 年英文文献发表量最

高。进一步分析中英文文献构成比发现，中文

文献发表占比从 2015 年的 85.04% 降至 2024 年

的 65.38%， 而 英 文 文 献 占 比 从 14.96% 增 至

34.62%，特别是 2020 年和 2024 年英文数量增长

明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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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SR/Meta 分析研究可发表的期刊种类众多，已

拓展了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方向，同时又呈现

出期刊高度集中化，已涌现出一批在此研究领域

较为活跃的期刊。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期刊分别

为《中医临床研究》（332 篇）、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311 篇）、

《湖南中医杂志》（244 篇）、《中西医结合心

脑血管病杂志》（238 篇）和 Medicine (Baltimore)
（215 篇）。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中文期刊均为

中医药类期刊，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英文期刊

中有 5 本为补充替代医学杂志，余 5 本为综合类

杂志，见表 1。

按照期刊级别分类，中文期刊中，双核心期

刊发表 1 635 篇（14.63%），中文核心期刊发表

223 篇（2.00%），科技核心期刊发表 3 227 篇

（28.88%），省级期刊发表 3 499 篇（31.31%）；

英文期刊中，SCI 期刊发表 1 954 篇（17.49%），

普 刊 发 表 646 篇（5.69%）。 中 文 T1 级 和 T2

级 期 刊 分 别 发 表 680 篇（6.09%） 和 1 574 篇

（14.09%）。可见高水平中英文期刊发表篇数

相近，但在 2 种语种中的比例差异显著，78.36%

（6  726/8 584）的中文文献集中于省级期刊和科

技核心期刊，高水平中文期刊的文献占比较少，

而 75.44%（1 954/2 590）的英文文献都集中发

表在英文 SCI 期刊。 

2.4  地域、机构和作者分布
11 174 篇文献的第一作者单位来自 44 个

国 家 的 1 422 个 机 构， 其 中 155 个 机 构 既 发

表 过 中 文 文 献， 也 发 表 过 英 文 文 献。99.98%

图3  2015—2024年中英文中医药类SR/Meta分析的

年度构成比

Figure 3. Annual composition ratio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lated SR /Meta-analysi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2015 to 2024

中文期刊名称 篇数
中文占比

（%）

总占比

（%）

中医临床研究 332 3.87 2.97

湖南中医杂志 244 2.84 2.18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

病杂志

238 2.77 2.13

世界中医药 199 2.32 1.78

中国中药杂志 197 2.29 1.76

中国中医急症 166 1.93 1.49

中医药导报 163 1.90 1.46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157 1.83 1.41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148 1.72 1.32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

分析

132 1.54 1.18

整体上，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文献的发表

数量在 2015—2019 年快速增长，表明这一领域

的研究活跃度和学术关注度显著提升。2020 年

后文献发表数量有所下降，可能受到多种因素

影响，包括疫情期间研究方向的调整和发表主

题优先级的偏移等。2024 年文献发表数量回升，

尤其是英文文献发表数量的显著增长，可进一

步说明去除特殊因素后，中医药类 SR/Meta 分

析研究依旧活跃，其认可度和跨语言传播力在

不断提升。

2.3  纳入文献的期刊来源
纳入的 11 174 篇文献来源于 1 300 种期刊，

其中中文期刊 693 种，英文期刊 607 种。发文量

排名前 50 位的期刊合计发表 5 683 篇（50.86%），

与其余 1 250 种期刊的发表量相当，显示中医药

表1  近10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中英文期刊

Table 1. Top 10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s for SR/Meta-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last 10 years

英文期刊名称 篇数
英文占比

（%）

总占比

（%）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311 12.01 2.78

Medicine (Baltimore) 215 8.30 1.92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214 8.26 1.92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 75 2.90 0.67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67 2.59 0.6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60 2.32 0.54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58 2.24 0.52

Phytotherapy Research 56 2.16 0.50

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40 1.54 0.36

PLoS One 38 1.47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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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82/8  584）的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含港

澳 台 地 区） 的 866 个 机 构， 其 余 2 篇 分 别 来

自韩国和英国。英文文献来源于 44 个国家的

711 个机构，但发表主力仍为中国（含港澳台

地区）的 452 个机构，占比为 81.85%（2 120/ 

2 590），其余 18.15% 的英文文献由 43 个国家

的 259 个机构发表，见图 4。

除中国外，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国家分别为

韩国 118 篇、伊朗 64 篇、澳大利亚 59 篇、美国

55 篇和巴西 31 篇。其中韩国和伊朗发表文献的

选题集中在中草药药理，其他 4 个国家以疗效评

价为主，但干预措施侧重不同，中国发表研究的

干预措施涵盖药物干预与非药物干预，病种广泛；

澳大利亚主要集中在中草药与针灸，病种以神经

精神类为主；美国和巴西主要集中在非药物干预，

如针刺、推拿和太极等。

发文量排名前 15 位的机构全部为中医药大

学，合计 5 848 篇，占总文献的 52.34%，为其

余 1 407 个机构发文量的总和。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机构分别为北京中医药大学（954 篇）、

广州中医药大学（928 篇）、中国中医科学院

（537 篇）、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460 篇） 和 成

都中医药大学（393 篇）。国内非中医类院校

也较活跃，其中首都医科大学发表 151 篇。可

见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领域的研究主力集中

于中医药高等院校，发表数量占主导地位，这

与其对循证医学的重视以及较早开展循证培训

密切相关，也充分体现了这些机构在推动中医

药类 SR/Meta 分析中的核心作用。发文量排名

前 5 位的国外机构分别为 Kyung Hee University 

（庆熙大学，23 篇）、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MIT）（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15 篇）、Korea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KIOM）

（ 韩 国 韩 医 研 究 院，13 篇）、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西 悉 尼 大 学，11 篇 ） 和 Isfah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伊斯法罕医科大

学，11 篇），国外机构的参与表明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在国际上的认可度逐步提升，但整

体贡献仍较小，未来需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

扩大中医药研究的影响力，见表 2。

11 174 篇文献涉及作者 56 656 人次，正态

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单篇作者数量呈右偏态分布

（P ＜ 0.05），作者人数范围 1~140 人（四分位

数为 Q1=3，Q2=6，Q3=11），说明多数文献的作

者数量相对较少，甚至存在单一作者成文。单人

成文共计 282 篇涉及 271 位作者，其中 263 位作

者单人成文 1 篇，6 位作者单人成文 2 篇，1 位作

者单人成文 3 篇（2 篇 2019 年，1 篇 2020 年），

1 位 作 者 单 人 成 文 4 篇（3 篇 2019 年，1 篇

2022 年）。

单 人 成 文 的 篇 数 在 不 同 年 代 存 在 一 定 的

表2  近10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发文量排名前5位的国内外院校

Table 2. Top 5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that have published literature on SR/Meta-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ast 10 years

国内院校 篇数 总占比（%） 国外院校 篇数 总占比（%）

北京中医药大学 954 8.54 Kyung Hee University 23 0.21

广州中医药大学 928 8.30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MIT) 15 0.13

中国中医科学院 537 4.81 Korea Institute of Oriental Medicine (KIOM) 13 0.12

天津中医药大学 460 4.12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11 0.10

成都中医药大学 393 3.52 Isfah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11 0.10

韩
国

图4  近10年国外发表的中英文中医药类SR/Meta分析

数量分布

Figure 4.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of SR/Meta-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past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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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动，2020 年 后 开 始 逐 渐 下 降。 单 人 成 文 中

96.81% 是中文（274 篇），3.19% 是英文（8 篇）。

74.82% 的单人成文论文发表于中文省级期刊，

远高于整体文献中省级期刊的占比（31.31%）。

相 比 之 下， 单 人 成 文 论 文 在 中 文 双 核 心 期 刊

（3.19% vs. 14.63%）以及英文 SCI 期刊（2.48% 

vs. 17.49%）的比例均明显低于整体水平，表明单

人成文论文更多发表在较低级别的期刊，尤其是

中文杂志。

制作 SR/Meta 分析的过程中要求严格的方法

学规范，其中双人独立筛选、数据提取及偏倚评

估是保证研究质量的核心步骤。单人成文的研究

由于缺乏独立核对机制，可能导致筛选偏倚、数

据提取错误以及主观判断过度影响结论，从而影

响 SR/Meta 分析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单人成文现

象的存在，反映部分研究人员对质量控制的认识

不足。未来，国内 SR/Meta 分析的研究者应加强

方法学培训，推动多中心合作，提高研究的严谨

性。同时，学术期刊也应强化审稿标准，避免接

受单人成文的 SR/Meta 分析，以确保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和科学性。见图 5。

性加重期和失眠障碍等疾病在文献中也有较高

的关注度。进一步分析发现，中文文献更关注

心血管疾病（心绞痛、高血压）、代谢性疾病（糖

尿病、糖尿病肾病）、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炎）

以及神经系统疾病（中风后遗症、失眠障碍），

其中心绞痛占比最高。而在英文文献中，代谢

性疾病、精神疾病和感染疾病研究较多，糖尿

病依然是最高频疾病，但抑郁障碍、失眠障碍

以及冠状病毒感染也占据较大比例。这一趋势

反映出中文文献偏向于研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而英文文献对精神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的中医循

证证据更关注，可能与国内外对中医治疗的定

位不同、关注的中医药治疗优势领域不同有关，

见表 3。

进一步分析年度发表趋势，糖尿病研究

持续活跃并呈增长趋势，2021 年（46 篇）和

2022 年（54 篇）达到峰值，心绞痛、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和失眠障碍研究数量较稳定，糖尿病

小血管病变和非小细胞肺癌研究在 2019—2020

年达到高峰而后下降，缺血性脑卒中和中风后

遗症研究在 2015—2019 年持续增长，2021 年后

骤减，总体反映出中医药治疗慢性病及其并发

症相关的证据较多，部分病种的研究量在 2021

年后出现下降，可能与临床试验饱和度及研究

方向的转移有关，见图 6。

2.6  干预措施
发表的 11 174 篇研究中干预性 SR/Meta 分

析数量最多，此外还包括诊断性 SR/Meta 分析、

预后或相关性 SR/Meta 分析、动物实验的 SR/

Meta 分析。干预措施种类繁多，可分为非药物

疗法、药物疗法和药物与非药物联合疗法，非药

物干预措施的研究量远高于药物干预措施和联

合疗法，其中针灸（包括艾灸、电针、普通针刺

等各种针刺方法）的使用频率最高，达 1 265 次，

占总文献数的 11.32%，耳穴疗法（0.90%）和太

极拳（0.88%）次之。药物疗法包括中药单体、

单味中药、中药复方、中成药等，中药复方和中

成药的数量最多，分别为 2 979 次和 2 883 次，

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药物疗法中包括 8 个中成

药，其中发表数量最多为雷公藤片（76 篇，0.68%）

和丹红注射液（54 篇，0.48%），以及补阳还五

汤（48 篇，0.43%）、血府逐瘀汤（45 篇，0.40%）

2 个中药复方。表明该领域的研究不仅重视传统

2.5  纳入文献的研究病种
纳入的 11 174 篇文献中共涉及 1 070 种临床

疾病，除了研究主题为中药药理（133 篇）、中

药安全性（57 篇）、动物实验（39 篇）等，剩

余主要集中在干预措施的疗效研究。发文量排

名前 10 位的病种合计 1 883 篇，占所有文献的

16.85%。在所有文献中，报道最多的疾病是糖尿

病（267 篇，2.39%），其次是心绞痛（214 篇，

1.92%）和骨关节炎（210 篇，1.88%）。

此外，中风后遗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

图5  近10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单人成文的篇数

Figure 5. The number of single-auth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R/Meta-analysis published in the 

pas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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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5—2024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报道的高频病种分布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frequency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R/Meta-analysis 

from 2015 to 2024

图6  2015—2024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中10个高频疾

病发表量的年代趋势图

Figure 6. Dendrochronological trends of 10 high-

frequency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R/Meta-analysis from 2015 to 2024

的干预措施，也逐步关注其现代化与标准化，尤

其是针灸和中药注射液的循证证据正在逐渐增

多，见表 4。

2.7  引证分析
被引次数最高的 10 篇文献均为 2020 年前发

表，其中 9 篇为英文文献，1 篇为中文文献，主

要聚焦于中药、针灸、筋膜触发点干预、癌痛管

理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主题，发表于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JAMA Oncology、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 等高影响力期刊，表明中医药

类 SR/Meta 分析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见表 5。在中药研究方面，黄连素治疗 2 型糖尿

病、高血脂及高血压的 SR/Meta 分析（323 次被引）

居于首位，姜黄素治疗关节炎（228 次被引）及

川芎的 SR/Meta 分析（211 次被引）也获得较高

关注，反映出中药单体及单味中药的现代医学应

用价值。在针灸疗法研究中，针灸与穴位按压缓

解癌痛的 SR/Meta 分析（230 次被引）以及干针

疗法治疗肌筋膜疼痛的 SR/Meta 分析（179 次被

引）引用较多，显示针灸治疗慢性疼痛的具有较

高国际认可度。此外，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 SR/Meta 分析（157 次被引）展示了

中医药在防治新发传染病中的潜在价值。整体上，

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的高被引研究涵盖了代谢

疾病、疼痛管理、感染性疾病及中药成分功效等

多个领域。

以上结果提示，文献的引用率可能受到年代、

英文

疾病名称

（ICD-11）
篇数

英文占比

（%）

糖尿病，未特指类型

（5A14）

82 3.17

抑郁障碍（6A70.Z） 56 2.16

失眠障碍，未特指的

（7A0Z）

52 2.0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

性加重期，未特指

（CA22）

46 1.78

原发性高血压

（BA00）

40 1.54

冠状病毒感染，未特指

部位（1D92）

38 1.47

乳腺恶性肿瘤，未特指

的（2C6Z）

36 1.39

非小细胞肺癌

（M80460/3）

36 1.39

中风后遗症（8B26.Y） 34 1.31

骨质疏松，未特指的

（FB83.1Z） 

31 1.20

总篇数

疾病名称

（ICD-11）
篇数

总占比

（%）

糖尿病，未特指类型

（5A14）

267 2.39

心绞痛，未特指的

（BA40.Z）

214 1.92

骨关节炎，未特指的

（FA0Z） 

210 1.88

中风后遗症（8B26.Y） 205 1.8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

重期，未特指（CA22）

197 1.76

失眠障碍，未特指

（7A0Z）

197 1.76

缺血性脑卒中，未特指

（8B11.5Z）

170 1.52

糖尿病肾小球病变

（MF83）

144 1.29

非小细胞肺癌

（M80460/3）

140 1.25

原发性高血压（BA00） 139 1.24

中文

疾病名称

（ICD-11）
篇数

中文占比

（%）

心绞痛，未特指的

（BA40.Z）

191 2.23

糖尿病，未特指类型

（5A14）
185 2.16

骨关节炎，未特指的

（FA0Z）

180 2.10

中风后遗症（8B26.Y） 171 1.99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

性加重期，未特指

（CA22）

151 1.76

失眠障碍，未特指的

（7A0Z）

145 1.69

缺血性脑卒中，未特指

（8B11.5Z）

143 1.67

糖尿病肾小球病变

（MF83）

118 1.37

腰椎间盘退变伴椎间盘

脱出（FA80.9）

117 1.36

慢性心力衰竭，未特指

的（BD13）

116 1.35

年份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20
21

20
22

20
23

20
24 总

和

原发性高血压

非小细胞肺癌

糖尿病肾小球病变

缺血性脑卒中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失眠障碍

中风后遗症

骨关节炎

心绞痛

糖尿病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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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5—2024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报道最多的10种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

Table 4. The top 10 most reported pharmacological and non-pharmacological therap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R/Meta-analysis from 2015 to 2024

非药物疗法 篇数 总占比（%） 药物疗法 篇数 总占比（%）

针灸 1 265 11.32 雷公藤片 76 0.68

耳穴疗法 101 0.90 丹红注射液 54 0.48

太极拳 98 0.88 痰热清注射液 51 0.46

针刀治疗 75 0.67 复方苦参注射液 50 0.45

八段锦 66 0.59 补阳还五汤 48 0.43

推拿 65 0.58 复方丹参滴丸 45 0.40

按摩 54 0.48 血必净注射液 45 0.40

穴位贴敷 53 0.47 黄芪注射剂 42 0.38

中药薰洗 49 0.44 血府逐瘀汤 42 0.38

穴位埋线 48 0.43 参附注射液 41 0.37

表5  2015—2024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领域被引量排名前10位的文献

Table 5. The top 10 most cited papers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R/Meta-analysis from 2015 to 2024

文献名称 期刊名称 出版年份 被引次数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berber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hyperlipemia and hypertension[8]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15 323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neck pain and low back pa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9]

PLoS One 2015 257

Clinical evidence for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acupressure with improved cancer 

pa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10]

JAMA Oncology 2020 230

Efficacy of turmeric extracts and curcumin for alleviating the symptoms of joint arthr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11]

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 2016 228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rhizome of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Chuanxiong)[12]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18 211

Effectiveness of dry needling for 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 associated with neck and 

shoulder pa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13]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2015 179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 (Rutacea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ts traditional uses, 

botany, phytochemistry, pharmacology, pharmacokinetics, and toxicology[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17 171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15]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2020 157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ctive saikosaponins and extracts isolated from Radix 

Bupleuri and their applications[16]

Pharmaceutical Biology 2017 144

中医体质类型与代谢综合征相关性研究的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17]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136

期刊级别和语言的影响。早期发表的研究由于其较

长的传播时间而积累了更高的引用量；而英文文献

的引用量普遍高于中文文献，且发表在高影响力国

际期刊上的文献通常具有更高的引用量，与期刊的

影响因子和国际学术传播的广泛性密切相关。

3  讨论

本研究结合系统综述和文献计量学方法，系

统回顾了近 10 年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的现状，

结果显示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领域表现出空前

的活跃，反映循证医学与中医药的良好融合和快

速发展。与既往研究中 2015 年之前的情况 [3] 相比，

呈现出以下趋势与问题。

3.1  近10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的发展
与趋势

近 10 年中医药类 SR 数量持续增长且速度加

快，2017 年中文证据显著提速，2018 年英文增

长提速。目前发表总量为前 19 年总和的 4.54 倍，

平均每天有 3.06 篇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发表。

随着未来 SR/Meta 分析自动化和智能化探索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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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难预计其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18-19]。英

文文献来源国家数量较 2015 年之前成倍增加，表

明国内外合作更加广泛。中英文文献比例从 4  ∶  1
缩减至 3.3 ∶ 1，2020 年英文文献量超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总和，高被引文献中 9 篇文献为英文，

均表明英文中医药类SR/Meta分析数量增长更快，

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推广度提升。本研究关注了

发表地区、机构、团队和重要作者，结果显示中

医类院校是研究主力，各校发文量较 2015 年前

大幅增加，反映出 SR/Meta 分析方法在中医类院

校的普及。

3.2  近10年中医药类SR/Meta分析的问题
与思考

单人成文现象依然存在，尽管相比 2015 年

前有所减少，但 SR 应由至少两位研究者共同参

与，单人完成易导致主观偏倚，缺乏严谨性。此

外，许多文献的 PICO 不明确，疾病诊断标准缺乏，

干预措施范围过大且亚组分析不足，导致临床异

质性显著。结局指标选择混乱，未重视核心结局

指标或临床关心的问题。重复选题但又结果不一，

黄芪注射液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两篇 SR/Meta 分

析 [20-21] 纳入研究无一重合，用证者需重新整合两

篇结论，加剧了用证困难，亟需提高其透明度和

标准化 [22]。

目前中文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最关注的是

中药疗效问题，其涉及病种基本涵盖了中医治疗

的优势病种。英文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也由早

期关注安全性转向疗效。中文 SR/Meta 分析虽然

数量增加，但被广泛引证、转化为指南的依然不

多。提高 SR/Meta 分析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才

能让“大量生产的证据”转变为有价值的证据，

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刘建平教授总结的“四多”“四少”现象中

提到二次研究数量多，对开展后续原始研究的实

质性建议少，可见研究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仍不匹

配。研究者对研究的设计，实施与报告质量把控

不严，证据生产环节的种种不足导致在后续证据

综合与转化的过程中无法形成高质量的中医药疗

效证据链 [23]，可见生产环节的透明性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因此《循证中医药研究：北京宣言》[24]

发出的 4 点倡议，包括：①做临床需要的研究；

②做科学规范的研究；③做透明可用的研究；

④ 做高效转化的研究，提出了“基于临床需求 -

明确研究问题 - 完善顶层设计 - 透明研究过程 -

促进证据转化”的中医药循证研究全流程，为提

高研究质量、提升研究价值及避免研究浪费明确

了具体方向 [25]。针对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无序

增长的现状，可利用注册监管和适用性评估等方

法引导其按需增长，避免为发表而发表，真正实

现可循环的证据生态。

本研究尚存一定的局限性：①未检索日语和

韩语数据库，相关文献未纳入；②中文题录无引

文信息，无法进行共被引分析；③由于篇幅限制，

未深入挖掘干预措施细分的研究热点，由于报告

质量和方法学质量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可能

会带来一定的偏倚。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深入挖掘

相关数据。

综上，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系统调查了

2015—2024 年的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整体发

展迅速，并仍然保持增长态势，目前已涌现出一

批活跃的学术团队、机构和期刊。近 10 年中文

中医药类 SR/Meta 分析在糖尿病、心绞痛和骨关

节炎等慢性病领域证据较多，英文对针灸等非药

物疗法报道更多，也出现了一些高被引文献。但

目前研究中仍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在方法学质

量方面。单一作者的现象、透明度不足以及不同

研究质量的结果不一致性，突显了方法学标准化

和透明化的必要性，今后可建立健全的质量控制

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医药循证研究的可信度、准

确度和传播力。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研究不存在任何经济或

非经济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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