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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兽药学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认识与利用植物防治动物疫病及其相关知识的

一门学科，国内外对该领域研究在不断增加，开展该领域的文献分析对于指导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

作用。 以 １９８６～２０１６ 年 ３０ 年间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文集收录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在线工具和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软件对民族兽药学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 获得了该领域研究核心作者、重
点期刊、研究的机构、影响力较高的国家（地区）和研究的热点等，得到了该领域的引文编年图。 ３０
年来民族兽药学每年的文献量及引用频次都在增加，学科发展主要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巴
西等国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植物科学、民族药物学、兽药科学、药物综合补充等方面。 通过对民

族兽药学 ３０ 年文献总结和讨论，为民族兽药学科的发展奠定一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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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兽药学（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研究不

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认识与利用植物防治动物疫病

及其相关知识的一门学科。 民族兽药学作为药用

民族植物学领域的一个方面，其研究的内容涉及民

族兽药文化、兽药植物、药效成分、用药方法、药源

保护等，ＭｃＣｏｒｋｌｅ［１］认为民族兽药学是民族生物学

领域的一个分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统

计，至少 ８０％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当地的传统医学

经验，预防和治疗人类和动物各种疾病［２］。 在一些

边远、贫穷的地区，传统兽药起到替代和补充西药

的重要作用，传统兽药治疗方法容易掌握和操作，
并且成本低廉；传统兽药在畜牧生产和畜牧发展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民治疗动物疾病的有效方

法［３］。 国内外对于民族兽药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

很长时间，特别是畜牧业较发达的国家，如南非、巴
基斯坦、巴西等国。 ＭｃＣｏｒｋｌｅ 于 １９８６ 对民族兽药

学的学科研究内容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１］，为
该学科以后的研究确定了方向、为未来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Ｓｈｅｎ 等［４］开展了云南西北地区怒族对民

族兽药植物调查， Ｖｉｅｇｉ 对意大利 ５０ 年 （ １９５０ ～
２０００）的民族兽药学文献数据进行了回顾和总

结［５］，Ａｋｅｒｒｅｔａａ［６］ 对 Ｎａｖａｒｒａ 地区的民族兽药学知

识进行了收集和整理，Ｃａｕｄｅｌｌ 等［７］ 研究了东非当

地民族兽药与现代生物药在牲畜中的应用。 国内

外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对其他领域的文献进行

过分析，例如孙秀焕等［８］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分析

了水稻研究态势，杨华等［９］进行了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的国际茶多酚类研究文献发展态势研究，Ｇａｒｆ⁃
ｉｅｌｄ［１０］对民族药物学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兽药医学研究是

民族地区用来提高动物健康和最基本兽医服务不

可缺少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与动物健康有关的药用

植物治疗、传统的治疗方法、技术、经验、传统兽药

知识和信仰［１１～１２］。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民族兽药

就是用传统的、低成本方法治疗动物疾病，替代抗

生药物和西药。
目前，对于整个民族兽药学文献发展态势的分

析还未见报道。 我们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

库，以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为主题进行搜索获取民族兽

药学方面的文献，其中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仅 １０ 多篇，而
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的 ５ 年时间文献量超过 １５０ 篇，表明

民族兽药学研究文献在不断增加。 开展从 １９８６ 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０ 年里民族兽药学的文献研究，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以民族兽药学相关主题进

行检索，对获得的数据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和 ＥｎｄＮｏｔｅ 进行分析和统计，探讨民族兽药学研究

热点、趋势以及整体研究状况，对于了解民族兽药

学的学科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１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１．１　 数据来源　 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

为数据来源，时间跨度为 １９８６～２０１６ 年，以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
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Ｅｔｈｎｏ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 Ｆｏｌｋ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ｏｒ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Ｎａｔｉｖ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为 Ｔｏｐｉｃ 进行精确检索，下载文献信息保存为纯文本

文档，为后续分析做准备。
１．２　 数据处理

１．２．１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文献处理　 通过在线 ｈｔｔｐ： ／ ／
ｉｐ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ｔｈａｎｋｓ ／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 网

站，获得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软件，同时把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获得

·３６·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５２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的文献信息整合为一个完整的 ｔｘｔ 文档， 导入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软件，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创建引文报告和

分析检索结果以及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统计，分析的内容主要

包括：每年出版的文献量、作者、出版的杂志、文献

类型、机构、国家、文献的影响力等［１３～１４］。
１．２．２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文献处理 　 利用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对遗漏的

重要文献进行补充，再用其中的 Ｇｒａｐｈ ｍａｋｅｒ 制作引

文编年图，探究文献间的引用关系及获得重要文献。
１．２．３　 文献的获取　 将分析后把需要的文献信息

导入 Ｅｎｄｎｏｔｅ 中，让 Ｅｎｄｎｏｔｅ 自动下载文献 ＰＤＦ 格

式，获得文献的全文信息。
（本文中 ＬＣＳ＝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本地引用次数：某
篇文献在在当前数据集中被引用的次数，ＴＬＣＳ ＝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本地引用次数总和。 ＧＣ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总引用次数， ＴＧＣＳ ＝ Ｔｏｔ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总引用次数总和。）
２　 结果与分析

用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 Ｆｏｌｋ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ｏｒ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等关键词为主

题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进行检索，共获得检

索结果 ３８４ 条。
２．１　 ＷｏＳ 创建引文报告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创

建引文报告得到每年出版的文献数（图 １）和每年

的引文数（图 ２），从 １９８９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２７ 年，文献

总量不断增加，但也有波动，文献量最大是 ２０１５ 年

３８ 篇，到了 ２０１６ 年有所下降，但是每年的发文量不

大，都没有超过 ４０ 篇。 从图 １ 可以得出，１９８９ 之前

的文献以及 １９９０ 和 １９９２ 发表文献没有获得，因此

可以用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软件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结果遗漏的

重要文献进行补充。

图 １　 每年出版的文献数

Ｆｉｇ １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ｔｅｍｓ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图 ２　 每年的引文数

Ｆｉｇ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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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数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条到 ２０１６ 年接近 ６００

条，虽然数量不大，但也可以得出，对该领域的研究和

关注度在不断增加，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研究价值。

２．２　 ＷｏＳ 检索结果的分析

２．２．１　 核心作者分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检索到 １９８６

～２０１６ 年发表民族兽药学论文的作者有 １０４３ 位，

筛选出发文量前 １０ 的作者（表 １），其中前 ４ 名作

者为 Ｅｌｏｆｆ ＪＮ、Ｎａｉｄｏｏ Ｖ、Ｉｑｂａｌ Ｚ 和 Ｌａｎｓ Ｃ。 在这 ４

位作者中，Ｅｌｏｆｆ ＪＮ 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６ 年参与发表的论

文有 ２１ 篇，Ｎａｉｄｏｏ Ｖ 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共发表了 １３

篇论文，Ｉｑｂａｌ Ｚ 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参与发表论文共

１３ 篇，Ｌａｎｓ Ｃ 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 共参与了 １２ 篇相关论

文的发表。

表 １ 显示 ＴＬＣＳ（Ｔｏｔ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最高

的作者是 Ｉｑｂａｌ Ｚ（１０７），他是巴基斯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大 学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的学者，他参与发表的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ｔ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ｃａｍｅｌｓ

ｉｎ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Ｃｉｔｙ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１５］ 和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ｅ⁃

ｓｔｏｃｋ ｉｎ Ｃｈｏｌｉｓｔ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这 ２ 篇重要论

文［１６］，ＬＣＳ 值分别为 ２８ 和 ２３。 发文量最多作者是

Ｅｌｏｆｆ ＪＮ，Ｅｌｏｆｆ ＪＮ 影响力最大论文是 ２００８ 年发表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期刊上的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

ｎ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１７］，ＬＣＳ 值和 ＧＣＳ

值分别是 ２０ 和 ５３，是他参与的得分最高的论文，其

次是 ２００７ 年发表在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期刊上的论

文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８］。 在核心作者中，没有出

现中国学者。

表 １　 发表论文最多的前 １０ 名学者

Ｔａｂ １　 Ｔｏｐ １０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量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占百分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ＴＬＣＳ ／ 次 所属机构

Ａｇｅｎｃｙ

１ Ｅｌｏｆｆ ＪＮ ２１ ５．４７ ４２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２ Ｉｑｂａｌ Ｚ １３ ３．３９ １０７ Ｈａｚａｒａ Ｕｎｉｖ Ｍａｎｓｅｈｒａ

３ Ｎａｉｄｏｏ Ｖ １３ ３．３９ ９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４ Ｌａｎｓ Ｃ １２ ３．１３ ４８ Ｕｎｉｖ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５ Ａｌｖｅｓ ＲＲＮ ９ ２．３４ １１ Ｕｎｉｖ Ｅｓｔａｄｕａｌ Ｐａｒａｉｂａ

６ Ｍｃｇａｗ ＬＪ ９ ２．３４ ３６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７ Ｍａｎｓｉｋａ ＰＪ ８ ２．０８ ２７ Ｕｎｉｖ Ｆｔ Ｈａｒｅ

８ Ｐｉｅｒｏｎｉ Ａ ７ １．８２ ５７ Ｕｎｉｖ Ｇａｓｔｒｏｎ Ｓｃｉ

９ Ｔｕｒｎｅｒ Ｎ ６ １．５６ ７５ Ｕｎｉｖ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０ Ｗａｌｋｅｎｈｏｒｓｔ Ｍ ６ １．５６ ６ Ｕｎｉｖ Ａｇｒ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２．２．２　 国家和地区　 从表 ２ 可以得出文献量排名

前 １０ 的国家和地区，这 １０ 个国家发文量占总量的

７７．１％，前 ５ 名是印度、南非、美国、巴基斯坦和尼日

利亚，都是畜牧业产量大的国家，发文量排前 ５０ 名

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中国。 印度学者从 １９８９ 到 ２０１６

年共发表了 ７２ 篇该领域相关的论文，根据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分析，Ｓｈａｒｍａ ＰＫ 和 Ｓｉｎｇｈ Ｖ 于 １９８９ 年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发表了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ｖ Ｅｔｈｎｏ－ｖ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

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ｕｓｅｄ ｉｎ Ｊａｍｍｕ ａｎｄ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Ｉｎｄｉａ 一

文［１６］，可见印度在民族兽药学研究领域开展的工

作比较早； Ｓｈａｒｍａ 等发表的论文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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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ｌｋ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Ｋａｔｈｕａ， Ｊａｍｍｕ ａｎｄ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Ｉｎｄｉａ［１９］，其 ＬＣＳ 值和

ＧＣＳ 值得分最高，分别为 １３８ 和 ２５８，该论文收集了

印度 Ｋａｔｈｕａ， Ｊａｍｍｕ ａｎｄ Ｋａｓｈｍｉｒ 三个地区动物奶

产量相关疾病的救治方法，对当地畜牧业发展具有

很好的指导性意义。 根据 ３８４ 篇文献的信息，中国

也有相关文献，但是数量非常少，于近期发表，影响

力不高。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中心 Ｓｈｅｎ

等［４］研究了云南怒族利用的兽药植物，表明怒族具

有丰富的利用兽药植物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这些兽

药植物在怒族生活中非常重要。

表 ２　 发表文献量排名前 １０ 的国家和地区

Ｔａｂ ２　 Ｔｏｐ １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Ｎｏ．

国家或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文献量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百分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ＴＬＣＳ ／ 次 ＴＧＣＳ ／ 次

１ Ｉｎｄｉａ ７２ １８．７５ １２８（１） ２５８

２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４９ １２．７６ １０１（３） ５４１

３ ＵＳＡ ３５ ９．１２ ５８ ３４５

４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３２ ８．３３ １２６（２） ３２８

５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２３ ５．９９ ２８ ２３２

６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２ ５．７３ １９ ３０５

７ Ｉｔａｌｙ １９ ４．９５ ６８（５） ２９６

８ ＵＫ １６ ４．１７ ８４（４） ５１８

９ Ｋｅｎｙａ １５ ３．９１ ２５ ７６

１０ Ｓｐａｉｎ １３ ３．３９ ６５ １４７

２．２．３　 文献类型　 根据 ＷｏＳ 数据库收集到的 ３８４

篇结果分析，文献的类型主要有 ５ 类：学术论文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３７ 篇 （ ８７． ７６％），综述 （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０ 篇

（７．８１％），研讨会论文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 １２ 篇

（３．１３％），会议摘要（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９ 篇（２．３４％）

和快报或简讯（Ｌｅｔｔｅｒ）２ 篇（０．５２％），学术论文是最

大的文献来源。

２．２．４　 研究的机构分析　 发文量排在前 ５ 名的机

构分别是南非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ｔ Ｈａｒｅ，巴基斯坦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ｉｓａｌａ⁃

ｂａｄ，巴西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Ｅｓｔａｄｕａｌ ｄａ Ｐａｒａｉｂａ 和印度

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表 ３），其

中南非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６ 发

表了 ２６ 篇论文，但从影响力上来看，巴基斯坦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发表的 １４ 篇论文

影响力比较大，ＴＬＣＳ 值 和 ＴＧＣＳ（Ｔｏｔ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值分别是 １１７ 和 ２１５，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

ｔｏｒｉａ 的 ＴＬＣＳ 和 ＴＧＣＳ 值分别是 ４３ 和 ２８４。

２．２．５　 研究的方向　 民族兽药学排前 １０ 位的研究

方向见表 ４，主要集中在植物科学（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药物学（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兽药科学（Ｖｅｔｅｒｉ⁃

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综合补充医学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和农业（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５ 个方面，其

他方向都没有超过 ５％。

２．２．６　 来源出版物名称 　 从表 ５ 可以得出，Ｊｏｕｒ⁃

ｎａｌ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１６．４１％）是该领域的影

响力最大的核心期刊，其次是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８．８５％）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８．５９％），其他杂志的文献量都

没有超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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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发文量前 １０ 位的机构

Ｔａｂ ３　 Ｔｏｐ １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Ｎｏ．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文献量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百分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ＴＬＣＳ ／ 次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２６ ６．７７ ４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１４ ３．６５ １１７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ｔ Ｈａｒｅ １０ ２．６０ ２７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４ Ｕｎｉｖ Ｅｓｔａｄｕａｌ ｄａ Ｐａｒａｉｂａ ９ ２．３４ １１ Ｂｒａｚｉｌ

５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 １．５６ １９ Ｉｎｄｉａ

６ Ｍａｋｅｒｅ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１．５６ ５１ Ｕｇａｎｄａ

７ Ｑｕａｉｄ Ｉａｚ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１．５６ １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６ １．５６ １６ Ｃａｎａｄａ

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ｓａ ５ １．３０ ５０ Ｉｔａｌｙ

１０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５ １．３０ ２０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表 ４　 排名前 １０ 位的研究方向

Ｔａｂ ４　 Ｔｏｐ 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序号
Ｎｏ．

研究的方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文献量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百分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１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３５ ３５．１６

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１２２ ３１．７７

３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１６ ３０．１８

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８３ ２１．６２

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２ １３．５４

６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１８ ４．６９

７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９ ２．３４

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８ ２．０８

９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 ８ ２．０８

１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 ６ １．５６

表 ５　 发表民族兽药学论文前 １０ 名的期刊

Ｔａｂ ５　 Ｔｏｐ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序号
Ｎｏ．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文献量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百分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６３ １６．４１

２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３４ ８．８５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３３ ８．５９

４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１５ ３．９１

５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３ ３．３９

６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９ ２．３４

７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９ ２．３４

８ Ｒｅｖｕ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ｄ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 Ｅｐｉｚｏｏｔｉｅｓ ９ ２．３４

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ｍｅ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 １．８２

１０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７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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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被引频次排名（表 ６），最高的期刊是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ＴＬＣＳ 值是其他期刊的 ４～

５ 倍，可见该期刊是民族兽药学最重要的期刊。 其

次为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２．７　 高频次关键词　 关键词是表达文献主题、内

容、思路以及研究方法的关键性词汇，是文献计量

研究的重要指标，３８４ 篇文献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显示所含的关

键词为 １４５４ 个，按照总引用频次前 １０ 进行排列，

如表 ７。

表 ６　 发表论文被引用频次前 １０ 位的期刊

Ｔａｂ ６　 Ｔｏｐ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Ｎｏ．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ＬＣＳ ／ 次 影响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Ｉｒｅｌａｎｄ ３３９ ３．０６

２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ｄｉａ ８５ ０．３７

３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４８ ２．４２

４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４３ ０．９９

５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３６ ０．８７

６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３４ ２．１８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４ ０．７６

８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１８ ０．５５

９ Ｒｅｖｕ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 Ｅｐｉｚｏｏｔｉｅｓ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８ ０．９０

１０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７ １．６８

表 ７　 高频次关键词

Ｔａｂ ７　 Ｈｉｇｈ ｃｉｔｉ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序号
Ｎｏ．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ＬＣＳ ／ 次 ＴＧＣＳ ／ 次 文献量 ／ 篇

ＲＥＣＳ

１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４８０ １２５８ １３７

２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３６ １０９８ ８８

３ Ｕｓｅｄ ２３２ ８３１ ８３

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２１０ ４０２ ５４

５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９ ７７２ ６１

６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１９８ ６２０ ６４

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１２７ ３８６ ４９

８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１２３ ６０６ ５４

９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１２２ ２７０ ２５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２ ２５３ ４９

　 　 从表 ７ 可看出，除了一些国名作为关键词外，

民族兽药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兽药的应用方

面，如民族兽药收集与应用 （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１３７

篇）、植物性兽药（Ｐｌａｎｔｓ 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４９ 篇）、兽药

的实践及应用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和 Ｕｓｅｄ， ２０１

篇）、某些地区传统兽药研究（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１５２ 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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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民族兽药学文献被引用频次的编年图分析　

利用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软件对一些遗漏的重要文献进行补

充，最后获得 ４０３ 篇文献 （ ＬＣＳ 大于 １０），再用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软件中 ｍａｋｅ ｇｒａｐｈ 功能，以 ＬＧＳ Ｃｏｕｎｔ 为

条件，设节点为 ３０，绘制出民族兽药学引文编年图

（图 ３）。

图 ３　 文献被引用频次的可视化分析

Ｆｉｇ ３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 ８　 重要文献的具体信息

Ｔａｂ ８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文献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ＣＳ ／ 次 主要内容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 ＭｃＣｏｒｋｌｅ Ｃ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 ６： １２９．

５１

介绍了民族兽药学研究和发展，并指出民族兽药学作
为民族生物学发展的新方向，研究的体系应该由系统
的调查、民间兽医知识的利用和应用实践所组成。 关
注的主题应该是：兽医的民族语言学和民族人类学，
民族兽药的药理学，技术的综合应用和操作等内容。

６３
Ｖｉｅｇｉ Ｌ， Ｐｉｅｒｏｎｉ
Ａ， Ｇｕａｒｒｅｒａ ＰＭ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ｏｌｋ ｖｅｔ⁃
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ａｓ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８９ （２－３）：
２２１－２４４．

３７

收集了意大利 ２０ 世纪后半部分民间兽医的植物疗法
科学文献。 这些数据被放在两个数据库：一个是以植
物品种的名字存放，另一个以书目文献方式存放。 构
建的数据库是欧洲第一个关于民族兽药的植物国家
数据库。

１ Ｔａｂｕｔｉ ＪＲＳ， Ｄｈｉｌｌ⁃
ｉｏｎ ＳＳ， Ｌｙｅ ＫＡ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ｔ⁃
ｔｌｅ （ Ｂｏ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 ｉｎ Ｂｕｌａｍｏｇ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Ｕｇａｎｄａ：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ｕ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８８ （２－３）：
２７９－２８６．

３３

在乌干达的 Ｂｕａｍｏｇｉ 地区开展用民族兽药治疗奶牛
的研究，当地农民既用传统的药物也用现代西药来治
疗他们的动物。 当地人能够认识 ３３ 种动物疾病，当
中 ９ 种用草药治疗。 该研究收集了当地人经常用于
治疗动物疾病的 ３８ 种植物，大多都是野生的。

７６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Ｇ，
Ｋｈａｎ ＭＺ，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ＭＨ，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ｏｗｎ⁃
ｅｒｓ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ｔ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ｃａｍ⁃
ｅｌｓ ｉｎ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ｄ Ｃｉｔｙ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９７ （２）： ２４１－２４６．

２９

在巴基斯坦 Ｆａｉｓａｌａｂａｂ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地区开展了民族兽
药学在骆驼上的应用，用了七年时间调查 ２００ 多骆驼
主人，民族兽药通常用在治疗消化道、呼吸道、皮肤问
题、全身问题疾病，城市地区与沙漠地区治疗骆驼的
民族兽药方法有所差异。

１４４ Ｆａｒｏｏｑ Ｚ， Ｉｑｂａｌ Ｚ，
Ｍｕｓｈｔａｑ Ｓ，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ｉｎ Ｃｈｏｌｉｓｔ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 （ Ｐａ⁃
ｋｉｓｔａ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１８ （２）：２１３－２１９．

２３

在巴基斯坦克里斯坦沙漠地区开展了民族兽药药物
在治疗不同寄生虫疾病实践材料整理。 寄生虫病主
要是：蜱虫和虱病，疥，蝇蛆病和蠕虫病，共有 ７７ 个治
疗方法，有 ４９ 种依赖于植物，２８ 种是化学品和其他
有机化学物。

·９６·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５２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续表　
文献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ＣＳ ／ 次 主要内容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７ Ａｋｈｔａｒ ＭＳ， Ｉｑｂａｌ
Ｚ， Ｋｈａｎ ＭＮ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Ｒｕ⁃
ｍｉｎａｔｍ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 ３８ （２）：
９９－１０７．

２１

在印巴次大陆，蠕虫病是最重要的一种寄生虫病，并
且导致了的牲畜产量严重损失。 一些常用驱肠虫剂
的应用已经遇到困难，而寄生虫对药用植物性药物没
有耐性，收集和编目一些当地植物性药物作为驱肠虫
剂使用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

１４９ Ｍｃｇａｗ ＬＪ， Ｅｌｏｆｆ
ＪＮ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１９ （３）：５５９－５７４．

２０

整理记录在南非国内使用治疗各种动物的疾病的植
物和记录这些植物生物活性。 调查了在南非使用植
物作为民族兽药的文献材料，以及植物活性物质在民
族兽药上的应用。 调查发现民族兽药植物广泛应用
在各种动物疾病如咳嗽、伤口、皮肤疾病、腹泻和繁殖
紊乱等问题。

１１１ Ｂｏｎｅｔ ＭＡ， Ｖａｌｌｅｓ
Ｊ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ｏｆ Ｍｏｎｔｓｅｎｙ ｂｉｏ⁃
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ｎｉａ，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
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１１０ （ １ ）：
１３０－１４７．

１９

在 Ｍｏｎｓｔｓｅｎｙ 地区开展植物兽药的调查和研究，通过
１２０～１８０ 个民族植物受访者而获得信息，获得了 ５８４
个品种，３５１ 种用于人和动物的治疗，２８０ 种用于人和
动物的食物和 ２３６ 种用于其他方面，在该地区的农村
用 ８９ 种植物作为兽药，植物兽药也用在人类治疗。

　 　 如图 ３ 所示，从上到下是年份（１９８６ ～ ２０１２），

箭头指向的文献是被引用的文献，方框内所标数字

是该节点文献在所分析文献中的序号，文献引用频

次越高方框越大，就是该领域比较重要的文章。 图 ３

展示民族兽药学不同文献之间引证的关系链，文献

之间关系紧密，只有序号为 ９９ 文献独立整个系统

之外，其中序号为 １、３２、６１、６３、１１１、１９５ 和 ２３９ 对

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的文献。 文献具体情

况见表 ８。

从 ３０ 文献中具体信息得出，在这些文献中进

行的民族兽药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１）最多的是民族兽药传统知识和植物标本的

收集、整理、编目和应用，有 １５ 篇论文（序号分别为

３，８，９，１０，１２，１６，１７，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６，２７，２９，３０）。

（２）其次是关于抗寄生虫、蠕虫以及抗菌民族

兽药植物研究和应用 １０ 篇（序号分别为 ２，４，５，６，

７，１１，１５，１８，２０，２６）。

（３）针对某种疾病的民族兽药应用，如针对繁

殖紊乱和肠胃蠕虫疾病（序号 １８ 和 ２５），以及对意

大利 ５０ 年民族兽药数据的整理。

文献序号为 ２７ 的论文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２０］，不仅对民族兽药植物

的传统利用进行调查，还应用了现代技术进行科学

的评价；序号为 ９９ 的文献是 Ａｌｖｅｓ ＲＲＮ 和 Ｒｏｓａ ＩＬ
在 ２００６ 发表的 Ｆｒｏｍ ｃｎｉｄａｒｉａｎｓ ｔｏ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ｓ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Ｅ Ｂｒａｚｉｌ［２１］主要是介绍动物性的民族兽药。

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对民族兽药学

领域 ３０ 年文献进行研究。
１）在核心作者方面，发文量排前 １０ 位的作者

中，南非占了三位（分别为 Ｅｌｏｆｆ ＪＮ、Ｎａｉｄｏｏ、Ｍｃｇａｗ
ＬＪ），加拿大作者占了两位；论文总被引频次最多的

作者是巴基斯坦的 Ｉｑｂａｌ Ｚ。 他们为民族兽药学的

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在国家 ／地区分布方面，印度、南非、美国、巴基

斯坦和尼日利亚的论文发文量最大，而总被引频次方

面则是印度、南非、意大利、巴基斯坦和英国领先。
３）在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上，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Ｅｔｈ⁃

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期刊在总被引频次和发文量上表现

突出。
４）在研究机构方面，民族兽药学研究机构主要

集中在畜牧业发达的国家，如南非、巴基斯坦、印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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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荷兰、意大利和巴西等国家，这些国家民族兽药

学学科发展早，研究体系完整，实践经验丰富，研究

结果多。
５）在过去约 ２０ 多年时间里，民族兽药学的研

究热点集中在民族兽药研究和实践，植物性兽药的

应用以及当地传统兽药知识的收集和整理等。
６）引文编年图时选用 ＬＣＳ 表示被引用情况，有

时候一些新的文章因为年代近，被引用次数暂时还

不多，所以它们在图中节点中被引用次数不会很

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民族兽药学在过去的 ３０ 年中，每年文献量在

增加，学科发展主要集中在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国家

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巴西。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

家，民族兽药资源丰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利

用传统的植物性或动物性兽药，治疗家禽家畜的疾

病，民族兽药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和生活非常重要，
但是随着经济的国际化，少数民族地区兽药传统知

识在不断消失，开展民族兽药的相关知识和实践进

行收集和整理，对传统知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起到

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 　 ＭｃＣｏｒｋｌｅ Ｃ 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 ６： １２９－１４９．

［２］ 　 ＷＨ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Ｎｏ． １３４， ２００３．

［３］ 　 Ｋａｔｅｒｅｒｅ Ｄ Ｒ， Ｌｕｓｅｂａ Ｄ．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Ｍ］． 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４］ 　 Ｓｈｅｎ Ｓ， Ｑｉａｎ Ｊ， Ｒｅｎ Ｊ．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ＮＷ Ｙｕｎｎ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０， ６（１）： ２４．

［５］ 　 Ｖｉｅｇｉ Ｌ， Ｐｉｅｒｏｎｉ Ａ， Ｇｕａｒｒｅｒａ Ｐ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ｏｌｋ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ａｓ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８９（２－３）： ２２１－２４４．

［６］ 　 Ａｋｅｒｒｅｔａ Ｓ， Ｃａｌｖｏ Ｍ Ｉ， Ｃａｖｅｒｏ Ｒ Ｙ．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Ｎａｖａｒｒａ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３０（２）： ３６９－７８．

［７］ 　 Ｃａｕｄｅｌｌ Ｍ Ａ， Ｑｕｉｎｌａｎ Ｍ Ｂ， Ｑｕｉｎｌａｎ Ｒ Ｊ，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

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ｇｒｏ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７， １３（１）： ７．

［８］ 　 孙秀焕， 路文如．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水稻研究态势分析

［Ｊ］ ． 中国水稻科学， ２０１２， ２６（５）：６０７－６１４．

［９］ 　 杨 华， 王小萍， 干文芝， 等．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国际茶多酚

类研究文献发展态势分析［Ｊ］． 茶叶科学， ２０１３（６）： ５４１－５４９．

［１０］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ｖｉｓｕａｌｉ⁃

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８９

（２－３）： ２２１－２４４．

［１１］ Ｊａｂｂａｒ Ａ， Ａｋｈｔａｒ Ｍ Ｓ，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Ｇ，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ｔｈ⁃

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Ｕｓ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５， １（２）：１８７－１９５．

［１２］ Ｍａｉｎｅ Ｖ Ａ Ｃ， Ｌíｖｉａ Ｅ Ｔ Ｍ， Ｊｏｓé Ｓ Ｍ， ｅｔ 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ｔｏ ｈｅａｌ ａｎｉ⁃

ｍａｌｓ：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９， ５：３７．

［１３］ Ｓｈａｄｂｏｌｔ Ｎ， Ｈａｌｌ Ｗ， Ｈｅｎｄｌｅｒ Ｊ 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 Ｊ］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７１（３７１）：１－６．

［１４］ Ｂｈａｒａｔｈｉ Ｄ 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ｕ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１０５（３）： ３００－３０８．

［１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Ｇ， Ｋｈａｎ Ｍ Ｚ，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Ｍ Ｈ，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ｔ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ｃａｍｅｌｓ ｉｎ Ｆａｉｓａｌａ⁃

ｂａｄ Ｃｉｔｙ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９７（２）：２４１－２４６．

［１６］ Ｆａｒｏｏｑ Ｚ， Ｉｑｂａｌ Ｚ， Ｍｕｓｈｔａｑ Ｓ，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ｉｎ Ｃｈｏｌｉｓｔ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１８（２）： ２１３－２１９．

［１７］ Ｍｃｇａｗ Ｌ Ｊ， Ｅｌｏｆｆ Ｊ Ｎ．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１９（３）： ５５９－５７４．

［１８］ Ｍｃｇａｗ Ｌ Ｊ， Ｍｅｒｗｅ Ｖ Ｄ， Ｅｌｏｆｆ Ｊ 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ａｎｔｉ⁃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１７３（２）：３６６．

［１９］ Ｓｈａｒｍａ Ｐ Ｋ， Ｓｉｎｇｈ Ｖ．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Ｖ．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Ｊａｍｍｕ ａｎｄ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Ｉｎｄｉ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９， ２７（２７）：６３－７０．

［２０］ Ｍｃｇａｗ Ｌ Ｊ， Ｅｌｏｆｆ Ｊ Ｎ． 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１９（３）：５５９．

［２１］ Ａｌｖｅｓ Ｒ Ｒ， Ｒｏｓａ Ｉ Ｌ． Ｆｒｏｍ ｃｎｉｄａｒｉａｎｓ ｔｏ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ｎ⁃

ｉｍａｌｓ ａｓ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Ｅ Ｂｒａｚｉｌ．［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１０７（２）： ２５９－２７６．

（编 辑：陈 希）

·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