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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文献计量学，探索中医药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研究趋势，探讨作者合

作、知识结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从1989年至2023年1月22日已发表的相关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学软件VOSviewer 1.6.18和

CiteSpace 5.8.R3对作者、机构及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共检索出文献6947篇，最终纳入中文

1164篇，英文58篇，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中文载文量最高的期刊为《中国中医急症》，英文载文

量最高的期刊为《Medicine（Baltimore）》《Front Pharmacol》；发文机构主要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中文被引量较高的研究主要来源于《中医学报》《中医杂志》《中华中医药杂志》；发文作

者均以李建生、李素云和王海峰等为主的核心团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医药治疗CAP的治疗方法、

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等。综合来看，临床疗效观察、实验研究依旧是未来发展趋势，其中，临床疗效方

面以28 d病死率研究居多，治疗上以痰热清注射液为主，机制方面以NLRP3炎症小体及TLR4信号通路

等为研究热点。结论：基于文献计量学提取数据进行分析，可为中医药治疗CAP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提供

新的研究视野，为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关于CAP研究有价值的信息，帮助确定潜在合作作者和合作

机构，更好地预测其动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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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trend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CAP by using bibliometrics, 
and to discuss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 trends of author 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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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获 得 性 肺 炎 （ C o m m u n i t y - a c q u i r e d 

Pneumonia，CAP）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

质（含肺泡壁，即广义上的肺间质）炎症，包括具

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在入院后于潜伏期内发

病的肺炎[1]。据研究，不同国家的CAP发病率约为

29.6248例/10000人[2]，每年约20%~60%的CAP需要

住院治疗，死亡率高达23%，所需治疗费用占住院

总费用的90%[3]，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除

此之外，人口老龄化结构的转变，免疫损害宿主增

加，病原体的变迁使得CAP的治疗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CAP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CAP在中医上无相对应的病名，可将其归属于中

医学“风温肺热病”范畴。在现代医学综合治疗

的基础上，许多医家根据其临床证型采用中医辨

证论治[4-8]，取得显著疗效。同时，中医药在治疗

CAP方面的文献数量也在飞速增长，传统的检索方

式无法精准及时地捕捉学科最新研究动态，亟需一

种新的、科学性的方法来研究学科的最新进展。

CiteSpace和VOSviewer是文献计量学分析软

件，可以根据科学文献数据库和计量学特征评估学

术生产力，总结学术前沿和热点，预测研究领域的

科学发展趋势[9]，已有不少研究使用文献计量学和

可视化方法进行深度挖掘[10-15]，例如传统综述、系

统评价或实验研究，均无法达到相同的分析深度。

此外，文献计量学分析可以定性和定量地估计不同

国家或地区、机构、期刊和作者的贡献和合作，有

助于理解知识结构和探索发展趋势，为未来研究的

发展奠定基础[16-17]。目前国内在中医药治疗CAP的

研究中尚无文献计量学分析。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

1989-2023年1月22日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宏观上对

中医药治疗CAP进行研究热点、趋势及前沿领域的

追踪，对于本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检索

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查找关于中医药治疗CAP的相关文献，检

索时限从建库至2023年1月22日。以中国知网检索

为例：①社区获得性肺炎OR肺部感染；②中医药

OR中药OR中成药OR草药OR方药OR针灸OR传统医

学OR民族医药OR汤OR丸OR散OR胶囊OR颗粒OR

knowledge structure at home and abroad. Methods: CNKI, Wanfang, Weipu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1989 to January 22, 2023. Bibliometrics Software VOSviewer 1.6.18 
and Cite Space 5.8. R3 were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author, the organization, the keyword. Results: A total 
of 6947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and 1164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58 articles in English were fi nally included.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resented an upward trend. The journal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articles in Chinese 
were Emergenc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ose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articles in English were Medicine 
(Baltimore) and Front Pharmacol. The main issuing institution wa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high citation ra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inly came from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ta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and the authors were mainly from the core groups of Jiansheng Li, Suyun Li, Haifeng Wang, etc. 
The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treatment method, clinical curative eff ect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CAP. In a word,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 ect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were still the developing trend in the future. Among the clinical effi  cacy, the 28-day mortality was mostly 
studied, the treatment was mainly focus on Tanreqing injec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NLRP3 infl ammasome and 
TLR4 signal pathway was the research hotspot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extracted from 
bibliometric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fi eld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TCM treatment of 
CAP. It may provides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CAP research to identify potential 
co-authors and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and better predict their dynamic direction.
Keywords: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iteSpace; VOSviewer; 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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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液OR注射剂OR中药离子导入；③ ①AND②。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式为TS=（Penumonia 

OR Lung Infection OR Pulmonary Infection OR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AND TS=（Chinese 

Patent Medicine OR Chinese Herbal OR Injection OR 

Decoction），将文献导出，其中每条记录均包含题

目、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文献发表期刊及年

份等信息。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中医药应用于CAP的相关文章，研究类型不

限。文献类型为期刊或学位论文。

1.2.2   排除标准

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章；作者或作者单位缺失；

会议、报纸、专利及成果；合并其他严重疾病。

1.3   数据处理

共检索到文献6947篇，将文献进行筛选，通

过阅读题目和摘要，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对于难

以确定是否纳入分析的研究，阅读全文后再决定，

最终纳入中文文献1164篇，英文文献58篇。将纳

入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命名为“download_.

txt”格式，通过CiteSpace 5.8.R3内置数据转换器转

化为软件可识别的数据格式，再次导入CiteSpace 

5.8.R3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相关参数中时

间分区（Time Slicing）为1989-2023年1月22日，

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节点类型

（Node Types）分别选取关键词（Keywords）、

机构（Ins t i tu t i on）、作者（Author）。调整

topN=50，topN%=10%。同时，运用VOSviewer软

件分析，分析类型为Co-authorship，计算方式选择

Full Counting，对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分析。

节点范围越大表示分析的研究对象出现的频次

（或被引频次）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

（或共引）关系；节点内圈中的颜色及薄厚度表

示不同时间段出现频次；线条粗细表示共现（或

共引）强度。

1.4   复杂网络构建

在CiteSpace 5.8.R3软件中，网络中节点代表作

者或研究机构，连线代表节点之间的合作联系。

运用软件中分析模块，各类分析网络剪裁方式

（Pruning）设置为不使用任何分析图形的剪裁方

式。计算网络的拓扑特征参数包括“平均度”“网

络直径”“特征向量中心度”。对Project文件夹里

Citespace.alias中数据进行同义词合并。聚类标签采

用关键词提取术语及Log-likelihood Rate（LLR）算

法，并利用Timeline呈现高频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运用Burstness方式，进行关键词突现可视化。同

时，进行VOSviewer软件分析，分别进行作者、机

构及关键词产出的分析。节点大小代表出现频率；

节点越大，出现的频率越高；节点之间的连接代表

合作或共现关系。不同颜色的节点代表不同的年

份；由内到外不同颜色的圆圈表示不同的意义，最

外面的紫色圆圈表示该节点具有很高的中心性，通

常被视为特定域中的临界点[18]，中心性越大代表节

点[19]越重要。

2   结果与讨论
2.1   年度发文趋势

对纳入的1164篇中文文献和58篇英文文献的发

表时间进行筛选发现，中文文献中医药应用于CAP

的纳入文献最早出现于1996年，1996-2005年中医

药治疗CAP相关年发文量增长相对缓慢，10年内中

医药治疗CAP未引起相关学者的大量研究或限于科

研水平，平均年发文量仅为2.4篇，2006-2020年相

关研究量迅速递增。此时，中医药应用于CAP的治

疗引起大量研究的关注，15年内平均年发文量为

65.3篇。英文文献从1997年开始，一直处于平稳阶

段，直到2018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20年平均年

发文量不足1篇，2018-2022年平均年发文量为11.5

篇，表明中医药治疗CAP的相关研究总体处于上升

趋势。具体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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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英文发文趋势图

2.2   文献分布

纳入中文文献来自342本杂志，其中载文量

≥10篇的文献共有23本杂志，以《中国中医急

症》载文量最多，共67篇；纳入英文文献来自32

本杂志，载文量≥3篇的文献有8本杂志，其中

《Medicine（Baltimore）》《Front Pharmacol》载文

量最多，均为9篇。见表1。

表 1   纳入文献杂志分布情况

排序 杂志 载文量 / 篇 排序 杂志 载文量 / 篇

1 中国中医急症 67 15 实用中医药杂志 12

2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24 16 海峡药学 12

3 中国临床研究 22 17 光明中医 11

4 内蒙古中医药 22 18 河北中医 11

5 中国医药指南 20 19 临床肺科杂志 10

6 中国中医药科技 19 20 现代药物与临床 10

7 新中医 18 21 中华中医药杂志 10

8 四川中医 15 22 浙江中医杂志 10

9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15 23 当代医药论丛 10

10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14 24 Medicine（Baltimore） 9

11 陕西中医 13 25 Front Pharmacol 9

12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12 26 J Tradit Chin Med 5

13 医学信息 12 27 PLoS One 3

14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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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纳入文献机构合作图谱

2.3   机构合作

中文文献中共出现了426家研究机构，其中出

现频次≥5的有17家，均来自于中国，英文文献共

出现103家研究机构，其中出现频次≥2的有9家，

均来自于中国。发文量最高的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34次）；其次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26次）。

由机构合作图谱可知，目前关于中医药治疗

CAP的发文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中医院校及其

附属医院。中医药治疗CAP研究机构间独立性过

高，机构之间合作匮乏，只有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为中心的较大的机构团体及北京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较小的

研究团体。见图2。

2.4   作者合作

本研究进行作者复杂网络分析及可视化展

示，相同的颜色代表同一模块，字体的大小代表该

节点关联作者的数量，关联的数量越多，则该节点

越大。节点颜色越深，代表研究此领域开始得越

早。中英文文献中发文作者共2647位，英文文献发

文作者共311位，以第一作者发文最多有11篇，根

据文献计量学中普赖斯（PRICED）所提出的计算

方法进行计算，取整选择发表2篇及2篇以上论文的

作者为核心作者。中英文文献作者形成了以李建

生、李素云、王海峰为主的核心研究团队。该团队

研究中医药治疗CAP的开始时间较早，团队内成员

联系密切。其中，李建生出现频次最高且该团队研

究方向侧重于探讨中医药传统方剂治疗CAP临床研

究。另一研究团队以李得民为主的新近研究团队，

该团队成员较多并逐渐扩大。通过分析发现该研究

领域并没有形成联系广泛的合作关系，各研究团队

间合作较少。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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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纳入中英文文献作者合作情况

2.5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高度概括了文献研究的核心主题，关

键词共现分析有助于发现研究热点并预测某个领

域的研究趋势。节点较大的为痰热清注射液、左

氧氟沙星、痰热壅肺证及临床观察。 纳入中文文

献共95个节点，647条连线，各节点研究密切，研

究面较广。 由颜色分布可知，中文文献关键词共

现显示CAP临床证型以痰热壅肺证居多，临床治疗

主要采用麻杏甘石汤、清金化痰方、千金苇茎汤

及小柴胡汤等传统方剂。另外，在临床随机对照

试验及系统评价方面，痰热清注射液、喜炎平注

射液、清开灵注射液及疏风解毒胶囊研究较多，

同时，痰热清注射液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方面

等为热点。在病原体方面，肺炎链球菌为研究热

点；研究对象主要是老人和儿童；其中，炎性因

子、免疫功能等机制研究仍为未来研究方向。高

频中介中心性关键词生成图谱，其中关键词密度

热图颜色越深，代表权重越重，见图4（a）、图5

（a）。

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可知，纳入英文文献共

83个节点，267条连线，各节点研究紧密，其中节

点较大的为痰热清注射液、Meta分析及安全性。

CAP的中医治疗以痰热清注射液为主要研究热点，

同时，随机对照试验及Meta分析较多，28 d病死率

为主要疗效指标；  探讨机制方面以TLR4信号通路

为热点研究方向。见图4（b）、图5（b）。

中介中心性用于量化网络中每个节点的重要

性，节点的中心性越高，与其他节点接触的频率

越高，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性就越高。通过计算

本领域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发现目前中医药治

疗CAP影响力和关注度较大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老年CAP的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方面。CAP病死率

随着患者年龄增加而升高，高龄或存在基础病的

患者更易感染致病菌，这可能与老年患者基础病

多及免疫力较差有关。其中，中成药痰热清注射

液相关研究为当前热点。而炎性因子等机制研究

逐渐引起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将频次≥10的中文

关键词及频次≥5的英文关键词进行高频关键词中

介中心性分析，具体见表2。

2.6   关键词聚类分析

以关键词共现为基础运用LLR算法进行关键词

聚类图谱。中文文献聚类模块Q=0.6974，平均轮廓

值S=0.8987。英文文献聚类Q=0.6425，平均轮廓值

S=0.7399。Q用于评估聚类模块结构的重要性，网

络的模块值越大，网络的集群就越好。Q的取值区

间为0～1，而Q＞0.3表示聚类结构显著，S是聚类

的平均轮廓值，用于确定网络的均匀性。一般认

为S＞0.5表示聚类是合理的，S＞0.7表示聚类具有

可信性[20]。本研究聚类结果均＞0.7，表示网络均

匀性好。将主题词如“社区获得性肺炎”“肺部

感染”“CAP”“中医药”去掉之后进行聚类，根

据LLR算法会给每个关键词一个值，同一聚类中值

最大的当选为该类别的代表。共聚为6类，包括#0

临床疗效、#2中医证候、#3老年、#4痰热清、#5

儿童及#6病原学。此聚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该

领域的研究前沿及动态变化过程。关键词聚类明

细见图6（a）、表3。将英文主题词去掉之后，根

据LLR算法将关键词共聚为6类，包括#0 28 d病死

率、#1痰热清注射液、#3抗生素、#5重症病例、#6

老鼠、#8临床试验。见图6（b）、表4。

a. 左侧中文文献作者共现图；b. 右侧英文文献作者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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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展示图

图 5   中英文文献关键词网络密度视图

a. 左侧中文文献关键词密度图；b. 右侧英文文献关键词密度图。

a. 左侧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线图；b. 右侧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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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临床疗效 296 0.54 systematic review 8 0.19

抗菌药物 97 0.14 28-day mortality rate 8 0.32

中医治疗 92 0.21 management 7 0.06

老年 74 0.18 tanreqing injection 6 0.15

中医证型 70 0.3 clinical efficacy 5 0.21

儿童 17 0.04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5 0.05

病原菌 12 0.06 mouse 5 0.05

系统评价 12 0.04 guideline 5 0.04

耐药性 11 0.03 inflammation 5 0.07

炎性因子 10 0.02

图 6   中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视图

表 3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明细

聚类 ID 代表名称 模块 轮廓值 年份 标签

#0 临床疗效 51 0.905 2016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安全性

#2 中医证候 36 0.849 2014 随机平行对照、痰热郁肺、风温肺热

#3 老年 32 0.861 2014 中医预防、老年病、气阴两虚

#4 痰热清 30 0.881 2015 数据挖掘、临床治疗、莫西沙星

#5 儿童 25 0.830 2014 抗生素、阿奇霉素、头孢呋辛

#6 病原学 20 0.907 2012 肺炎克雷伯菌、中药制剂、免疫机制

a. 左侧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b. 右侧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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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英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

表 4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明细

聚类 ID 代表名称 模块 轮廓值 年份 标签

#0 28-day mortality rate 30 0.943 2015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afety、effect

#1 tanreqing injection 24 0.838 2016 safety、effect、ge-gen-qin-lian decoction

#3 alginate 18 0.928 2005 Cytokine、athymic rat、immunization、lung infection 

#5 severe case 15 0.825 2015 case report、integrative therapy、covid-19、lung infection

#6 mouse 14 1 2019 NLRP3、safet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8 clinical trials 12 0.844 2018 treatment、pulmonary infection、clinical efficacy

2.7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由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结果、绘制时间线结

果可知，研究时间线从临床疗效、中医治疗开始，

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逐渐过渡到机制方面个体

分类研究，从笼统的临床治疗向较为具体的疾病机

制转变。而近几年中医药治疗CAP取得一定的临床

疗效。见图7（a）。

英文文献关键词突现结果显示，研究热点为

28 d病死率等结局指标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临床研

究，动物试验、病原菌等方向为主要研究趋势。见

图7（b）。

a. 左侧中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b. 右侧英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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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CAP是呼吸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近年来，

中医药治疗CAP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

疗效。国内研究人员对CAP中医药治疗进行了较

多的研究，该领域研究力度大、文献多，通过运

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该领域进行可视化

分析，可直观而准确地得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

趋势。

本研究共检索文献6947篇，最终纳入1164篇

中文文献，58篇英文文献。中医药治疗CAP从文献

发表数量变化上来看，1996-2005年共发表了24篇

文章，从2006年开始，每年的发文量都在稳步增

长，表明国内对于中医药治疗CAP的关注度在逐步

提高，同时，英文发文量从2018年开始也在逐年增

多，说明中医药应用于CAP的治疗引起国内外较多

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从期刊分布来看，中文文

献载文量最多的为《中国中医急症》，英文文献

载文量最多的为《Medicine（Baltimore）》《Front 

Pharmacol》。被引量最多的文献主要来自于发表

在《中医学报》《中医杂志》《中华中医药杂志》

《中国中药杂志》等核心期刊。

研究机构的数量和影响力反映一个国家在该

领域的学术水平[9]。结果显示，研究机构集中在我

国东部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及科研

实力雄厚的地区。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在支持科学研

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西北部地区研究有所缺

失导致机构研究地域空间分布出现失衡的状况。目

前研究机构发文量主要集中在中国，最多的是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且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为中心的为较大的研究机构群，研究机

构合作以其附属医院及周边医院为主，并且各机构

之间分布较散，导致机构之间的跨地域合作的研究

项目较少，因此，重大项目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不

理想。根据作者合作网络发现，本研究领域并没有

形成联系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分析中英文文献

作者合作情况，均初步形成了以李建生、李素云、

王海峰为代表的团队合作网络，团队内部合作较

多且逐渐分支并扩大。其中，中文文献另一以张洪

春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与李建生研究团队间有合作

关系。但其他相对较小团队间合作关系相对孤立，

考虑与各团队地域差异相关。总之，跨地域研究机

构或作者合作相对薄弱，缺少与外部研究机构或作

者的合作。另外，国内不同地区中医药类研究机构

应构建良好的广泛联系合作网络，也是中医药治疗

CAP研究质量提高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临床随机

对照试验方面，可减少疾病地域差异。

中医药在CAP的治疗上遵从中医辨证论治的原

则，病因为正气内虚，抗邪无力而发，关键词共现

显示，CAP临床证型以痰热壅肺证较多；中医治疗

以传统方剂为主；中西医结合随机对照试验为研究

热点；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多进

行各自药物经济学评价。机制研究方面以炎性因

子、免疫功能为研究热点。英文文献主要以随机对

照试验、动物试验、机制研究为主要研究趋势；

其中，NLRP3炎症小体及TLR4信号通路等为研究

热点，有研究证明清肺饮通过抑制NF-κB的激活

来降低NLRP3炎症小体的表达，从而减轻炎症反

应，同时保护机体[21]。一项研究在COVID-19肺炎

患者中发现激活的TLR4会增加细胞表达并破坏分

泌肺表面活性物质的Ⅱ型肺泡细胞，导致肺毛细血

管渗漏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R Respiratory 

Distressyrdtome，ARDS）[22]。国内主要侧重于临床

疗效观察，在基础实验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缺乏。

国内未来应重视基础实验研究的开展。目前，中

医药治疗CAP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口服药或中药注射

液，临床上中药离子导入、穴位贴敷等中医特色治

疗CAP更为简便高效，副作用小[23]。中医药在治疗

CAP的过程中，通过探索不同的治疗方式指导临床

用药，同时给予患者更多的选择，为中医药治疗

CAP的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CAP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死亡率高[24-25]。

后期可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败血症或多器

官功能障碍等为特征的重症肺炎。此项高频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显示研究对象偏向于老年人。据报道，

在老年CAP治疗期间及治疗后会出现免疫功能的恶

化，CAP的免疫功能的防御机制破坏与其疾病发展

的严重程度密切有关，严重影响生活质量[26]。同

时，研究发现儿童CAP研究较多，其中儿童肺炎支

原体、肺炎链球菌感染为研究热点。英文文献关键

词中介中心性显示随机对照试验中结局指标以28 d

病死率为主要研究热点；网状Meta分析、动物试验

依旧为研究热点。

中医药应用于CAP的研究方式从单纯的临床疗

效评估到需要特定器材检测的客观定量测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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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测定及炎症因子测定、通路的验证，逐渐从

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层面探索，而国内缺乏相关基

础实验的展开，通过中医药理论及实践科学的阐释

和解析，将是中医药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而中医药治疗CAP的临床效果的纵向挖掘将是

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本研究首次使用文献计量学工具对国内外中

医药治疗CAP的研究进行比较全面和客观的数据分

析，旨在为中医药治疗CAP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提供

新的研究视野，为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对CAP

研究有价值的信息，以确定潜在合作作者和合作机

构，并更好地预测其动态方向。但本文仍具有一定

局限性，尽管目前中成药广泛应用于CAP的治疗并

取得良好的疗效，因其方式多为合并或辅助用药，

较少单独使用，本文通过提取关键词的频率、热度

等方式难以准确反映，因此，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

的文本分析或改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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