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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研究概况，为黄褐斑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

库、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为检索工具，以“黄褐斑”为主题词，检索2003年1月－2012年

12月治疗方案为中医药疗法的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文献按照其年发文量、刊载期刊、研究机构、文献类型、引用参考文

献、他引次数、基金资助和省市分布等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2005－2012年，该类文献呈缓慢增长趋势；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

期刊中，仅《中国美容医学》为非中医药类期刊，且排名第1位；发文量排名前7位的研究机构以中医药院校为主，其次为中医院；文

献类型以个案报告、治疗前后对比研究和分组对照研究为主，其中分组对照研究类文献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引用的参考文献以中

文文献为主；他引次数10次以上的共82篇，最高的单篇他引次数达47次；获基金资助的仅11篇（占3.15％）；文献作者单位分布于

我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结论：黄褐斑的中医药治疗逐渐受到重视，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不足，

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探索黄褐斑的中医病理机制和缩短病程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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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loasma

ZHANG Wei，HU Bo，YI Ming，ZHENG Bo（Chongqing Three Gorges Medical College，Chongqing 40412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in the treatment of chloasma，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study of chloasma. METHODS：Retrieved from CBM，Wanfang database，CNKI

and VIP，using“chloasma”as subject，the literatures of TCM therapy were collected during Jan. 2003-Dec. 2012. Bibliometric meth-

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included literatures statistically in respects of publication amount，periodicals，research institution，litera-

ture types，citing references，other periodicals citatien times，fund support，distribution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RESULTS：During

2005-2012，the amount of the literatures increased slowly. Among top 10 journals in the list of publication amount，only Chinese

Journal of Aesthetic Medicine was not TCM journal and took up the first place. Among top 7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list of publi-

cation amount，TCM colleges took up predominant place，followed by TCM hospitals. The types of the literatures were mainly

case report，contrastive stud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group-divided control study；the amount of group-divided control studies

increased gradually year by year. The references cited were mainly English literatures. There were 82 literatures which were cited

by other periodicals more than 10 times；the highest time of other periodical citation per literature was 47 times；only 11 literatures

were supported by fund. The institutions of literatures authors were distributed in 32 provinces，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mainl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CONCLUSIONS：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ing paid to TCM therapy for chloas-

ma，but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 studies were inadequat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dern medicine，we can explore the patho-

logical TCM mechanism and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shortening the course of diseas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loasma；Bibliometric analysis

黄褐斑是一种获得性面部色素代谢异常的对称性
皮肤病，呈淡褐色或深褐色的色素斑点或边界清楚的斑
片，患者无明显的自发症状[1]。现代医学理论认为黄褐
斑发生的可能机制与女性内分泌功能紊乱、慢性疾病和
日晒程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均会造成皮肤黑色素细
胞功能亢进导致黑色素生成量增多，皮肤组织中自由基
比例增高，细胞功能退化[2]。黄褐斑的治疗采用口服药

物和激光外治为主要手段。口服药物以氨甲环酸、谷胱

甘肽、维生素C和维生素E为主，疗效较好，但药物治疗

疗程长；激光治疗则容易反复[3-4] 。中医关于黄褐斑最

早的论述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该病的病因为

冲任失调、肝气郁滞、肾阴亏损、脾胃阴虚等，病机为气

血失和、经脉不通、瘀血阻滞、气血不能上荣于面[5]。中

医理论认为黄褐斑与肝、脾、肾功能相关，治疗以中药方

剂内服、外敷及针灸治疗等为主，疗效显著 [6]。邱均平

等[7]的研究指出，文献计量学作为情报科学研究的主流，

体现了当代学科定量化的趋势，有助于研究人员分析相

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国内情况并作全面了解。鉴于黄褐

斑作为常见的损美性疾病，是目前中医药研究领域的一

项热点，因此笔者查阅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借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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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研究进行归纳和

总结，以期为黄褐斑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为数据

源。文献纳入标准：（1）主题词设置为“黄褐斑”；（2）治

疗方案为中医药疗法；（3）文献发表时间为 2003年 1月

—2012年 12月。排除标准：内容重复的文献。对检索

得到的所有文献按照年发文量、刊载期刊、研究机构、文

献类型、引用参考文献、他引次数、基金资助和省市分布

等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2 结果
在上述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349

篇。笔者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如下。

2.1 文献年发文量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年发文量见图 1。由图 1

可见，相关文献的发文量于2003年达统计年份的最高值

（61篇），于2005年达统计年份的最低值（21篇），之后整

体呈增长趋势，但增幅较缓。

2.2 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发文量排名前 10位的期

刊分布见表 1。由表 1可见，排名前 10位的期刊刊载的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文献共 103篇，占检索得到文献的

29.51％（103/349）。10种上榜期刊中，仅《中国美容医

学》为非中医药类期刊，可见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

主要发表在中医药类期刊。

2.3 发文量排名前7位的研究机构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发文量排名前7位（由于并

列排第8位的研究机构较多，故只统计前7位）的研究机

构分布见表2。由表2可见，发文量排名前7位的研究机

构以中医药院校为主，共发文35篇，占排名前7位研究机

构发文总量的 81.40％（35/43）；其次为中医院，发文 8篇

（占18.60％）。可见，中医药院校为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

主要研究机构。其中，发文量较多的为成都中医药大学

（11篇）、南京中医药大学（8篇）和广州中医药大学（6篇）。

2.4 文献类型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类型分布见表 3。由表 3

可见，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以个案报告、治疗前后

对比研究和分组对照研究为主。分组对照研究类文献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治疗前后对比研究类文献波动不

大，个案报告类文献整体呈下降趋势。可见中医药治疗

黄褐斑的研究设计的规范性和科学性逐步提高。

表3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类型分布（篇）

Tab 3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types about TCM for

chloasma（piece）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计

个案报告
38

25

9

9

10

5

9

6

11

14

136

治疗前后对比研究
10

8

3

4

6

6

6

9

8

9

69

分组对照研究
6

9

10

10

11

11

12

13

15

21

118

2.5 文献引用参考文献分布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 349篇文献共引用参考文献

2 543篇，其中中文参考文献 2 379 篇（占93.55％）、外文

参考文献164篇（占6.45％）。

2.6 他引次数排名前10 位的中文文献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他引次数在 10次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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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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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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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年发文量

Fig 1 The amount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about TCM

for chloasma

表 1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发文量排名前 10位的

期刊分布

Tab 1 Distribution of top 10 journals in the list of pu-

blication amount of the literatures about TCM

for chloasma

排名
1

2

3

4

5

5

7

7

7

7

期刊名
中国美容医学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陕西中医
河北中医
光明中医
吉林中医药
湖北中医杂志
河南中医
中国民间疗法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发文量，篇
17

16

13

11

9

9

7

7

7

7

构成比，％
4.87

4.58

3.72

3.15

2.58

2.58

2.01

2.01

2.01

2.01

表2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发文量排名前7位的研

究机构分布

Tab 2 Distribution of top 7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list of publication amount of the literatures

about TCM for chloasma

排名
1

2

3

4

4

6

7

研究机构
成都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云南中医学院
江苏省中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中医院

发文量，篇
11

8

7

5

5

4

3

构成比，％
3.15

2.29

2.01

1.43

1.43

1.15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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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2篇，20次以上的共17篇，最高的单篇他引次数达47

次。文献他引次数排名前10 位的中文文献分布见表4。

表 4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他引次数排名前 10 位

的中文文献分布

Tab 4 Distribution of top 10 Chinese literatures ab-

out TCM for chloasma in the list of other peri-

odical citation times

排名
1

2

3

4

5

6

7

7

7

10

题名
黄褐斑病因病机述要

中医药对于黄褐斑辨治的统计
与分析评述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虫类药物
治疗黄褐斑23例

面部刮痧为主治疗黄褐斑40例
观察

艾儒棣教授圣愈汤加减方治疗
黄褐斑56例

桃红四物汤临床研究进展

子午流注针法治疗黄褐斑的疗
效观察

黄褐斑的治疗现状

中医辨证治疗黄褐斑临床体会

肝郁型黄褐斑小鼠模型的建立
及其与现有模型的比较研究

作者
白艳秋，田艳

汪南玥，陈家
旭，吴晓丹

卫永琪

李巧颖，李润

胡冰

张正升，彭代银

杨露，谢娟，文
金莲

吴艳华，李其林

吴景东，顾炜，
尹燕，等

汪南玥，陈家
旭，吴晓丹

来源期刊
中医药学刊
中国医药导报

中药药理与临床

实用中医药杂志

成都中医药大学
学报

安徽医药
上海针灸杂志

国外医学
中国美容医学

中华中医药杂志

年份
2005

2007

2006

2011

2005

2011

2006

2005

2008

2007

他引次数
47

42

30

29

28

27

26

26

26

24

2.7 文献基金资助情况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 349篇文献中获基金资助的

11篇（占3.15％）。其中，获国家级科研基金资助的仅2

篇，获省部级科研基金资助的3篇，获市级科研基金资助

的6篇。可见，该类研究获基金资助较少，研究经费的不

足可能是制约该类研究深入发展的因素之一。

2.8 发文量排名前11位的省市分布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349篇文献的第一作者单位分

布于我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

献发文量排名前 10位的省市分布见表 5。由表 5可见，

江苏（40篇）和广东（25篇）等省市医药治疗黄褐斑的发

文量居国内前列。

表 5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发文量排名前 10位的

省市分布

Tab 5 Distribution of top 1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list of publication amount of the litera-

tures about TCM for chloasma

排名

1

2

3

3

3

6

6

6

9

10

10

省市

江苏

广东

湖北

北京

河南

浙江

四川

云南

陕西

山东

河北

发文量，篇

40

25

24

24

24

22

21

21

15

14

14

构成比，％

11.46

7.16

6.88

6.88

6.88

6.30

6.02

6.02

4.30

4.01

4.01

3 讨论
文献的年发文量可描述某一研究主题的基本发展

现状和未来趋势[8]。通过对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文献进

行统计发现，从 2005年开始，相关研究整体呈缓慢增长

趋势，说明该项研究逐渐成为我国中医药领域的研究热

点，受到医务工作者的重视[9]。上述文献刊载期刊分布

情况显示，检索出的文献有 4.87％刊载于《中国美容医

学杂志》，发文量排名第1位，该杂志也是唯一的非中医

药类期刊。可见，黄褐斑作为医学美容和皮肤科的常见

疾病，获取其治疗信息的重要来源除了专业的中医药期

刊外，更倾向于专业性较强的医学美容或皮肤科类期

刊。按布拉德福定律，《中国美容医学杂志》即为中医药

治疗黄褐斑研究领域的核心区[10]。中医药治疗黄褐斑

在中医药院校受到的关注度较高，其次为中医院，提示

其研究集中在理论研究，可以中医药院校为核心，带动

中医药治疗黄褐斑的临床研究。文献类型可以反映出

该研究领域发展的成熟程度[11]。本研究显示，中医药治

疗黄褐斑的文献虽呈现出以个案报告为主的现象，但其

整体呈下降趋势，而较科学的分组对照研究呈逐年增长

趋势。但是，笔者发现分组对照研究中较多文献仅简单

描述随机分组的方法，研究设计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仍有

待进一步提高。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能客观地反映作者的科学态度和文献信息资源的来

源。本研究检索的文献中的参考文献以中文为主。他

引次数最多的文献研究的内容为黄褐斑的病因和病机，

再次说明该领域以理论研究居多。他引次数排名前 10

位的文献发表年限以2005－2008年为主，这可能与文献

发表时间、研究层次或研究思路的变更等有关[12]。文献

受基金资助的情况可客观地反映该研究领域所获得的

资金支持和被重视程度[13]。本研究纳入文献中获基金

资助的仅占3.15％，这可能也是限制其研究深入发展的

一个原因。另外，349篇文献作者的单位分布于我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明

显较少，提示该研究的活跃程度可能与当地的科研环

境、经济条件等存在较大的相关性。

随着对黄褐斑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知识的累积，

其中医药治疗定会展现出明显的优势，成为黄褐斑临床

治疗不可或缺的方案。但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存在

不足，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探索黄褐斑的中医病理机

制和缩短病程的治疗方法。此外，本研究纳入的文献较

少，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尚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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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20 353例次药物咨询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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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提高药物咨询水平和药学服务质量提供参考。方法：收集我院回龙观院区用药咨询中心2014年1月－2016年

12月的药物咨询记录，对咨询人员构成、咨询形式、咨询内容和咨询药品等信息进行汇总，并利用帕累托图分析咨询内容的主

要和次要因素。结果：该中心2014－2016年共提供药物咨询20 353例次，咨询人员以患者为主（20 039例次，占98.5％）；共涉及

人员 6 307人次，以女性居多（3 646人次，占 57.8％）。咨询形式以面对面咨询为主（19 440例次，占 95.5％）。咨询内容可分为

13类，其中用法用量和特殊剂型指导为主要因素，分别有 10 392例次（占 51.1％）和 3 844例次（占 18.9％）。20 353例次药物咨

询中，涉及药品的共有 18 874例次，共涉及药品 11类，以呼吸系统药物为主（11 756例次，占 62.3％）。结论：用法用量和特殊剂

型指导为该院区药物咨询的主要内容。药师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药物咨询服务，可很好地解答用药问题，有助于促进临床合

理用药。

关键词 药物咨询；合理用药；药学服务；帕累托图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20 353 Cases of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s in a Hospital

LIANG Jianhua，LIN Ping，XING Ying，YANG Lijuan，ZHEN Jiancun（Dept. of Pharmacy，Beijing Jishuitan Hos-

pital，Beijing 10003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care. METHODS：The records of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center of Huilong-

guan district in our hospital during Jan. 2014-Dec. 2016，and then summarized in terms of consultants composition，consultation

form，consulting contents and drugs consulted，while Pareto Diagra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ain and minor factors of consult-

ing contents. RESULTS： Th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center provided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s 20 353 cases during

2014-2016. Main consultants were patients（20 039 cases，98.5％）. A total of 6 307 persons were involved，mostly female（3

646 persons，57.8％）. Face to face was the most common consulting method（19 440 cases，95.5％）. There were 13 types of

consulting contents，among which usage and dosage and guidance for special formulation use were the main factors，including

10 392 cases（51.1％）and 3 844 cases（18.9％）. Among 20 353 cases of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s，18 874 cases of in-

volved drugs，and involved 11 categories，mostly respiratory drugs（11 756 cases，62.3％）. CONCLUSIONS：Usage and dos-

age and guidance for special formulation use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s in the hospital district. The

services of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s for patients，physicians and nurses provided by pharmacists can solve the questions on

medications，and can promote rational drug use in clinic.

KEYWORDS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Rational drug use；Pharmaceutical service；Pareto diagram



··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