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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分析看我国重楼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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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利用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 ,采用文献计量法 ,分析年发文量、合作度、合作率、期刊分布、

研究单位、基金支持等指标和内容 ,对我国 197522006年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重楼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定量分析

了我国重楼研究的主要人物、研究领域、研究单位及现状 ,以期对我国重楼研究有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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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楼属 Paris L1是瑞典植物学家 Carl von L inne

以分布于欧洲的 Paris guadrifolia L1为模式建立的 ,

自建属以来 ,属的分类系统学范围一直存在较多的

争论 ,曾被归属于 5个不同的科中 (百合科 L iliace2
ae,重楼科 Pardaceae,菝契科 Sm iliaceae,延龄草科

Trilliaceae,藜芦科 Melanthiaceae) ,置于 7个不同的

目下 (重楼目 Paridales,薯蓣目 D ioscorales,百合目

L iliales,百部目 Stemonales,天门冬目 Roxburghiales,

菝契目 Sm ilicales,延龄草目 Trillales)。因子叶一枚

而为单子叶植物 ,但其叶脉网状 ,心皮多数 ,花基数

都在 4以上 ,又与双子叶植物有共同之处 , 1992年

为止 ,文献中出现 Pa ris种名 ,已有 79个名称。李恒

认为重楼属于延龄草科 ,全世界共有 24种 ,分布于

欧亚大陆的热带及温带地区 ,我国有 19种 ,南北都

有 ,以西南各省区为多〔1〕。纪运恒报道重楼属 Pa ris

隶属于藜芦科 Melanthiaceae重楼族 Parideae,全属

约 27种 ,均为多年生草本 ,分布于欧亚大陆本属植

物因不同性状在系统发育过程中的进化速率不一

致 ,不同种类的特征性状之间常有交叉或重叠 ,对其

系统发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该属植物由

于属内共性特征较强 ,个性特征差异较小 ,个体间形

态变异较大 ,本属植物外部特征较一致 :一个茎 ,一

轮叶 ,顶生一朵花 ,较难确定种以下各级单位的指

标。除 Paris guad rifolia (分布于欧洲 )、P1 incom pla ta

(分布于高加索地区 )、P1 tetrphylla、P1 japon ica (分布

于日 本 )、P1birm an ica (分 布 于 缅 甸 北 部 ) 和

P1caobangensis (分布于越南北部 )等 6种外 ,其余 21

种在我国均有分布 ,其中 18种为我国特有 ,并以云

南高原至四川邛崃山区一带最为集中 ,为属的分布

及多样化中心 ,我国是重楼属植物的主要分布区 ,国

内各省区中 ,云南产 16种 ,其中 5种为云南特有 ,其

种类多样性又居全国之首〔2〕。

重楼属植物作为中药材 ,其药用在我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记述 ,《神农本草经 》

记载 :“蚤休 ,味苦微寒 ,主惊痫 ,摇头弄舌 ,热气在

腹中 ,癫痫 ,痈疮 ,阴蚀 ,下三虫 ,去蛇毒 ”。《本草纲

目 》也提到“蚤休 ,根气味苦 ,微寒 ,有毒。主治惊

痫 ,摇头弄舌 ,热气在腹中 ,癫疾 ,痈疮阴蚀 ,下三虫 ,

去蛇毒。生食一升 ,利水。治胎风手足搐。能泄瘰

疬。去疾寒热 ”。重楼属植物化学成分复杂 ,药理

活性强 ,临床应用范围广 ,具有抗癌、清热解毒、消肿

止痛和止血等作用 ,治疗跌打损伤有独特疗效 ,是

“云南白药 ”、“季胜德蛇药片 ”、“热毒清 ”和“宫血

宁 ”等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之一〔3, 4〕。

为了使重楼科研工作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

我国重楼研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笔者对我国近 30

年出版的有关重楼研究文献时间、主题、刊物、作者

及作者单位等进行分析 ,探求我国重楼属研究发展

的主要特点、所处现状和趋势。

1 　材料与方法

111 　数据来源 　利用表 1的检索工具和检索年

代 ,检索有关文献题录数据 ,并套录全部字段内容用

于分析。

112 　方法和数据处理 　采用文献计量法 ,从套录

的文献题录中分别提取作者、作者地址、期刊来源等

字段内容 ,利用办公软件 Excel和 Access数据软件

对各项数据进行处理 ,得到相关数据。

113 　分析指标和内容 　①研究领域和年发文量 :

分析我国重楼研究的主题 ,每年发表相关内容的论

文数和总数 ; ②合作度和合著率 :每篇文章的合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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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 ,作者总数 /论文总数 ;有 2个以上作者的论文

数 /论文总数 ; ③期刊分布 :登载重楼研究的主要期

刊 ; ④研究单位 :分析我国重楼研究作者的单位 ; ⑤

基金资助 :分析我国重楼研究的基金资助情况。

2 　结果

211 　研究领域和发文量 　从所利用的数据库中共

检出有关重楼研究的领域 14类 ,文献 619篇 ,经过

整理去除重复篇章和重楼排草 (L ysinm chia parid ifor2
m is,具有子宫兴奋作用 )及《重楼玉匙 》(清代喉科

名家郑宏纲所撰 )的相关研究 ,共检索到文献 207

篇 ,包括 14个领域 ,见表 1和表 2。

212 　合作度和合著率 　即论文合著情况 , 207篇

论文共涉及到 363位作者 , 3篇无作者 , 159人为第

一作者 ,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次序依次是陈昌祥 9

篇 ,李恒 6篇 , 4篇者为顾志建、黄云和王强三人。

发 3篇者 9人 ,发 2篇者 12人 ,见表 3和表 4。

　表 1 　利用检索的数据库和检索结果

检索工具 文献量
(篇 ) 检索年代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154 19892200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95 197522006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9 199922006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18 199922006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34 200022006

中国图书全文数据库 　0

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 　0

中国引文数据库 65

中国专利 10 (470)

中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

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维普医药信息资源数据库 134 198922006

　　表 2 　研究领域和发文量 (篇 )

年代 本草
考证

分类
研究

发育
研究

人工
繁育

化学
研究

药理
作用
及临
床应
用

细胞
学研
究

市场
流通、
贸易

微生
物与
重楼

分子
生物学
研究

生药
学研
究

地理
分布
及资
源

综述 专利 其他

197522006 3 17 4 19 42 33 7 10 10 4 35 5 8 7 3

　表 3 　论文合著情况

作者数 (名 ) 发文量 (篇 ) %

1 63 30143

2 41 19181

3 50 24115

4 31 14198

5 11 5131

6 5 2142

7 1 0148

8 1 0148

9 1 0148

　表 4 　作者发论文情况

排名 发文量 (篇 ) 作者姓名 %

1 9 陈昌祥 4135

2 6 李恒 2190

3 4 顾志建 1193

3 4 黄云 1193

3 4 王强 1193

213 　期刊分布 　207篇论文分别刊登在 109种杂

志上 ,最多的是《云南植物研究 》31篇 ,其他依次为

《中草药 》13篇 ,《中药材 》10篇 ,《时珍国医国药 》7

篇 ,《四川中药 》5篇 ,《中国中药杂志》5篇 ,《中药研

究与信息 》5篇 ,《植物研究 》4篇 ,《云南中医学院学

报 》4篇 ,《植物分类学报 》、《中成药 》和《基层中药

杂志 》分别刊登 3篇 ,刊登 2篇的杂志有 16种 ,只刊

登 1篇的杂志有 81种 ,见表 5。
　表 5 　发文期刊情况

排名 发文量 (篇 ) % 杂志名称

1 31 14198 云南植物研究

2 13 6128 中草药

3 10 4183 中药材

4 7 3138 时珍国医国药

5 5 2142 中国中药杂志

5 5 2142 中药研究与信息

5 5 2142 四川中医

6 4 1193 植物研究

6 4 1193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7 3 1145 植物分类学报

7 3 1145 中成药

7 3 1145 基层中药杂志

214 　发文单位情况 　207篇论文分别涉及 131个

单位 , 93个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 , 1个单位独自完成

的有 149篇 , 2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有 45篇 , 3个单位

合作完成的有 10篇 , 4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有 1篇 ,

12篇无单位。完成论文最多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排名第二的是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

第三是中国药科大学 ,见表 6。

215 　基金资助情况 　207篇论文有 38篇是受基金

资助完成的 , 12项国家基金 , 12项省部级 , 5项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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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论文发文单位情况

排名 发文量 (篇 ) % 单位名称

1 34 1614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2 11 5131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3 8 3186 中国药科大学

4 7 3138 云南大学

5 4 1193 云南白药集团

级 , 1项校级 , 1项企业资助。

3 　分析讨论

311 　研究领域和发文量 　从检索结果可以看出有

关重楼的研究可以分成 14类 (不包括博硕士学位

论文 ) ,即本草考证、分类研究、发育研究、化学研究

等 (见表 2) ,在我国近 30多年最早研究重楼的是辽

宁盘锦地区肿瘤防治小组 , 1973年在《新医学 》杂志

上刊登《重楼治疗胃癌初步报告 》,之后除 1980年

和 1994年无有关重楼的研究论文发表外 ,其他每年

都有不同数量的论文发表 ,发表论文最多的年份是

2004年 , 27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13104% ;其次是

2005年 , 26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12156% ;排名第

三是 2002 年 , 15 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7124% ,

1999年以后形成了重楼的研究高峰时期。

在重楼的相关研究中有关化学的研究最多 , 44

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20129% ,主要是有关成分的

分离、提取、结构鉴定和主要活性成分重楼皂苷等的

含量测定 ,文章整体水平较高 ;其次是有关生药学研

究 , 35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16195% ,内容主要是

与易混淆药材拳参的区别及鉴别报道 ,也有少量重

楼的显微鉴定、胶质重楼和粉质重楼的鉴别研究等 ,

文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排在第三的是有关药理作

用和临床应用报道 , 33 篇 ,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15194% ,包括实验室研究和临床应用 ,内容涉及的

较多 ;篇幅最少的是有关本草考证 ,仅 3篇 ,考证重

楼的名称和历代本草对其记载和描述。

312 　合作度和合著率 　从表 3可以看出 :有关重

楼研究的 207篇论文中 , 1位作者独立完成的最多 ,

有 63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30143% ;其次是 3位

作者共同完成的有 50篇 ,占 24115% ;排在第三位

的是由 2位作者合著的论文 ,有 41篇 ,占发表论文

总数的 19181% ;完成论文作者数最多的有 9位。

从表 4可以看出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最多的

是陈昌祥 , 9篇 ,占 4135% ;居第二位的是李恒 ,占

2190% ;居第三位的是 4篇的作者 ,分别是顾志建、

黄云和王强三人。陈昌祥的论文都是关于重楼化学

成分的研究 ,工作开展的系统而全面 ;李恒的研究论

文都是关于重楼分类研究 ,除第一作者完成的论文

外 ,还有 4篇与其他作者合作完成的论文。

313 　期刊分布 　1980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成立了以李恒为课题负责人的研究小组 , 1981

年承担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

昆明分院资助项目 , 1985年获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基金资助 ,他们开展了有关重

楼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植物生理学、形态解剖

学、胚胎学、细胞学、孢粉学、园艺学、免疫血清学和

植物化学等方面的研究 ,先后在《云南植物研究 》杂

志上发表论文 31篇 ,为国内发表重楼研究论文最多

的单位 ,并于 1998年由李恒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重楼属植物 》一书 ,为我国重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314 　发文单位情况 　全面分析发表重楼研究论文

发现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要是进行应用

基础研究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主要开展化学成分的

测定和药理作用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主要开展重楼

的生药学研究 ;云南大学是最早开展有关重楼的分

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315 　基金资助情况 　从重楼受资助发文情况看 ,

各种类型的基金都有 ,受资助发文率占 18136% ,国

家基金主要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省部级

主要资助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其他基金主要

资助生产的推广。

4 　小结

由于重楼属有较高经济价值 ,中国是资源富集

区 (全世界有 24种 ,中国有 19种 ) ,但该植物生长

缓慢 ,从种子萌发到根茎入药 ,需要 729年时间 ,主

要活性成分独特的疗效 ,以及新的药理作用和用途

在不断被发现 ,对药材的需求量逐年增长 ,野生药材

产量远远不能满足规模化生产重楼产品的需要 ,为

了可持续利用这一宝贵资源 ,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对其种子萌发、种苗培育、生长速度调控、病虫害防

治等制约规模化种植的关键技术研究将会再一次掀

起重楼研究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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