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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基于关联规则与熵聚类的安神类中成药

组方规律研究

吴嘉瑞　金燕萍　张晓朦　张　冰　盛晓光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１００１０２）

摘要　目的：分析常用安神类中成药的处方用药规律。方法：收集《新编国家中成药》中的安神类药品处方，基于中医传承
辅助系统建立处方数据库，采用关联规则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复杂系统熵聚类等方法开展研究，确定处方中各种药物的使用频次
及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等。结果：高频次药物包括茯苓、甘草、当归、麦冬、朱砂等；高频次药物组合包括“当归、茯苓”“茯

苓、炒酸枣仁”“甘草、茯苓”等；置信度较高的关联规则包括“牛黄、朱砂”“酸枣仁、茯苓”等，新处方包括“茯苓、炒酸枣仁、

熟地黄、五味子、丹参、麦冬、生地黄”等。结论：安神类中成药处方药物多具有养血定志，补气滋阴和重镇安神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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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神药是指以镇静和安定神志为主要功效的药
物［１］。根据药物来源及应用特点不同，安神类中药

分为重镇安神和养心安神两类。前者如朱砂、琥珀、

磁石等，多用于心悸失眠、惊痫发狂、烦躁易怒等心

神不安的实证；后者如酸枣仁、柏子仁、远志、合欢

皮、夜交藤等，具有养心滋肝作用，用于心肝血虚、心

神失养所致的心悸怔忡、失眠多梦等神志不宁的虚

证，并常与补血养心药同用［２－３］。安神类中成药种

类较多，其处方中除上述常见的养心安神、重镇安神

药外，还有诸多其他类别如解郁安神、化痰安神、补

气安神等药物［４－５］，配伍组合规律值得深入探讨。

本研究收集《新编国家中成药》中的安神类中成药

处方，在构建数据库的基础上，应用关联规则和熵聚

类算法进行处方用药规律的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处方来源与筛选　本研究以《新编国家中成
药》（第二版）［６］为来源，共筛选出安神药处方 ２２１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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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分析软件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０）”软
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该软件集“数

据录入－数据管理－数据查询－数据分析－网络可
视化展示”为一体，可以有效实现病案、疾病、证候、

中药、方剂、四诊等信息的管理、查询、综合分析等功

能，可用于方剂组方规律分析及新药处方发现等领

域［７－９］。

１３　处方的录入与核对　将筛选后的处方录入“中
医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０）”，录入完成后，由双人负责
数据的审核，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１４　数据分析
１４１　频次统计分析　将安神方剂中每味药的出
现频次从大到小排序，并将“频次统计”结果导出。

１４２　组方规律分析　经过预实验，确定在支持度
２０，置信度≥０５条件下开展研究，按药物组合出现
频次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利用软件中“规则分

析”功能运算得关联规则。

１４３　新方分析　在相关度为８，惩罚度为４的条
件下，应用改进的互信息法和复杂系统熵聚类方法

发现核心组合与新组方，并实现网络可视化展示。

２　结果
２１　用药频次　２２１首处方中共包含５２５味药物，
将药物按使用频次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前５位分别
是茯苓、甘草、当归、麦冬、朱砂，频次前３０位的药物
情况见表１。

表１　处方中使用频次前３０位的药物情况表

序号 中药名称 频次 序号 中药名称 频次

１ 茯苓 ７５ １６ 冰片 ２６
２ 甘草 ５４ １７ 枸杞子 ２５
３ 当归 ５３ １８ 琥珀 ２４
４ 麦冬 ４７ １９ 牛黄 ２３
５ 朱砂 ４６ ２０ 黄芪 ２２
６ 炒酸枣仁 ４４ ２１ 制远志 ２２
７ 五味子 ４１ ２２ 陈皮 ２２
８ 熟地黄 ３６ ２３ 白芍 ２０
９ 生地黄 ３６ ２４ 郁金 １９
１０ 丹参 ３６ ２５ 夜交藤 １９
１１ 党参 ３５ ２６ 钩藤 １７
１２ 石菖蒲 ３３ ２７ 川芎 １７
１３ 人参 ３２ ２８ 柏子仁 １７
１４ 黄芪 ２８ ２９ 玄参 １６
１５ 远志 ２６ ３０ 灵芝 １６

２２　基于关联规则的组方规律分析　按照药物组
合出现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前３位分别是“当归、茯
苓”“茯苓、炒酸枣仁”“甘草、茯苓”，出现频次２０次
以上的药物组合见表２。在支持度为２０，置信度≥

０５条件下，分析得药物间关联规则，结果见表３，关
联规则网络图见图１。
２３　基于熵聚类的组方规律分析
２３１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依据处方数量，结合经验判断和不同参数提取数
据的预读，设置相关度为８，惩罚度为４，进行聚类分
析，得到处方中两两药物间的关联度，将关联系数

００３以上的药对列表，见表４。

表２　处方中高频次药物组合情况表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１ 当归，茯苓 ３５ ９ 生地黄，麦冬 ２４
２ 茯苓，炒酸枣仁 ３２ １０ 生地黄，当归 ２２
３ 甘草，茯苓 ２７ １１ 朱砂，茯苓 ２２
４ 麦冬，茯苓 ２７ １２ 生地黄，茯苓 ２２
５ 甘草，朱砂 ２６ １３ 五味子，茯苓 ２２
６ 当归，麦冬 ２４ １４ 茯苓，党参 ２２
７ 当归，炒酸枣仁 ２４ １５ 五味子，麦冬 ２１
８ 熟地黄，茯苓 ２４ １６ 牛黄，朱砂 ２１

表３　处方中药物组合关联规则（置信度≥０５）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１ 牛黄→朱砂 ０９１３０４ ９ 麦冬→茯苓 ０５７４４７
２ 炒酸枣仁→茯苓 ０７２７２７ １０ 朱砂→甘草 ０５６５２２
３ 熟地黄→茯苓 ０６６６６７ １１ 炒酸枣仁→当归 ０５４５４５
４ 生地黄→麦冬 ０６６６６７ １２ 五味子→茯苓 ０５１２２０
５ 当归→茯苓 ０６６０３８ １３ 五味子→麦冬 ０５１０６４
６ 党参→茯苓 ０６２８５７ １４ 麦冬→当归 ０５１０６４
７ 生地黄→当归 ０６１１１１ １５ 麦冬→生地黄 ０５１０６４
８ 生地黄→茯苓 ０６１１１１

图１　支持度为２０，置信度为０５条件下的
关联规则网络展示图

２３２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药物核心组合与新
处方分析　以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结果为基础，按照相关度与惩罚度约束，基于复杂系

统熵聚类，演化出３～４味药物核心组合，见表５。在
核心组合提取的基础上，运用无监督熵层次聚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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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到１０个新处方，见表６，网络图见图２。

表４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序号 药对
关联

系数
序号 药对

关联

系数

１ 雄黄，甘草 ００４５ １３ 黄芩，蒲公英 ００３２
２ 雄黄，黄连 ００４３ １４ 黄芩，石决明 ００３２
３ 雄黄，人工麝香 ００４０ １５ 茯苓，麦冬 ００３２
４ 雄黄，天花粉 ００３９ １６ 茯苓，柏子仁 ００３２
５ 雄黄，蒲公英 ００３７ １７ 牛黄，天花粉 ００３２
６ 郁金，天花粉 ００３５ １８ 牛黄，熊胆 ００３２
７ 雄黄，珍珠 ００３５ １９ 麦冬，天冬 ００３１
８ 郁金，蒲公英 ００３４ ２０ 茯苓，生地黄 ００３０
９ 朱砂，石膏 ００３３ ２１ 雄黄，水牛角浓缩粉 ００３０
１０朱砂，水牛角浓缩粉 ００３３ ２２ 石膏，黄连 ００３０
１１ 茯苓，桔梗 ００３３ ２３ 炒白术，熟地黄 ００３０
１２ 黄芩，天花粉 ００３２

表５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药物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１ 制何首乌，女贞子，桑叶 １１ 制何首乌，女贞子，金樱子

２ 牡丹皮，陈皮，白芍 １２ 麸炒白术，肉桂，白芍

３ 莲子心，黄柏，羌活 １３ 莲子心，黄柏，淡竹叶

４ 茯苓，炒酸枣仁，熟地黄 １４ 五味子，丹参，麦冬，生地黄

５ 茯苓，炒酸枣仁，制远志 １５ 茯苓，熟地黄，炙甘草

６ 琥珀，天麻，炒柏子仁 １６ 琥珀，甘草，朱砂，胆南星

７ 天麻，防风，天竺黄 １７ 天麻，天竺黄，盐炒益智仁

８ 肉苁蓉，人参，鹿茸 １８ 人参，麸炒白术，肉桂

９ 石膏，水牛角浓缩粉，栀子 １９ 朱砂，牛黄，黄连，冰片

１０ 水牛角浓缩粉，栀子，冰片 ２０ 朱砂，牛黄，黄连，珍珠

表６　基于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

序号 新处方

１ 制何首乌，女贞子，桑叶，金樱子

２ 牡丹皮，陈皮，白芍，麸炒白术，肉桂

３ 莲子心，黄柏，羌活，淡竹叶

４ 茯苓，炒酸枣仁，熟地黄，五味子，丹参，麦冬，生地黄

５ 茯苓，炒酸枣仁，制远志，熟地黄，炙甘草

６ 琥珀，天麻，炒柏子仁，甘草，朱砂，胆南星

７ 天麻，防风，天竺黄，盐炒益智仁

８ 肉苁蓉，人参，鹿茸，麸炒白术，肉桂

９ 石膏，水牛角浓缩粉，栀子，朱砂，牛黄，黄连，冰片

１０ 水牛角浓缩粉，栀子，冰片，朱砂，牛黄，黄连，珍珠

３　讨论
本研究应用关联规则和聚类算法系统分析了

《新编国家中成药》中安神类中成药的用药规律。

以下结合研究内容，对处方中高频次药物等核心研

究结果进行分析。茯苓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单味中

药，其味甘淡，性平，归心脾肾经，功能利水渗湿，健

脾宁心。常用治疗心脾两虚，气血不足之心悸、失

眠、健忘等症［１０］。同时，由于茯苓补利兼优，补而不

腻，利而不伤阴，因此深得众医家喜爱，临床应用广

泛［１１］。甘草出现频次仅次于茯苓，其味甘性平，归

心肺脾胃经，具补脾益气、祛痰止咳、缓急止痛、清热

解毒、调和诸药的功效。其虽不具安神之功，但在诸

多处方中发挥调和药性的作用，故而频次较高。朱

砂味甘质重，微寒，归心经，寒能降火，重可镇怯，既

能重镇安神，又能清心安神，是镇心、清火、安神定志

的良药［１２－１４］。酸枣仁味甘酸性平，归心肝胆经，功

能养心益肝、安神、敛汗、生津，能养心阴，益肝血而

又安神之效，为养心安神要药，现代药理研究也显示

酸枣仁中的总黄酮与总生物碱都具有镇静的作

用［１５］。麦冬味甘，微苦，微寒，归胃肺心经，功能养

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五味子味酸甘性温，

归肺心肾经，其五味俱备，唯酸独胜，虽曰性温，但温

而能润，上能敛肺气而止咳喘，下能滋肾水以固涩下

焦，内能益气生津，宁心止烦渴，外能收敛止汗［１６］，

故功能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再者，本研

究应用复杂系统熵聚类方法得出的新处方不乏启迪

意义，如“茯苓、炒酸枣仁、熟地黄、五味子、丹参、麦

冬、生地黄”的配伍处方，茯苓健脾安神，炒酸枣仁养

心安神，熟地黄补阴养血，五味子补肾宁心，丹参除

烦安神，麦冬清心除烦，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

诸药合用既能清血热、滋肾阴，又能健脾气、养心神，

共奏养心、清心、安神之功［１７－１８］。

图２　新方分析网络展示图

　　综上，本研究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对《新编国家中
成药》中的安神类处方用药规律进行研究，获得了传

统统计学研究未获得的新知识、新信息，为安神类处

方的深入挖掘和组方规律探寻提供了参考。当然，

（下接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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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甲状腺炎优于西药治疗。未来随着多水平模型

在Ｍｅｔａ分析中的应用和计算方法的优化，利用Ｍｅｔａ
分析得出的结果将会更可靠，也会给临床治疗提供

更多更有价值的循证医学证据［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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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关联规则和熵聚类研究得出的组方规则等还需

进一步临床验证，数据挖掘方法亦有其局限性，需结

合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评价［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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