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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的治疗银屑病处方用药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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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分析各医家治疗银屑病的用药经验。方法：收集了３本中医文献中治疗银屑病
的病案，采用关联规则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复杂系统熵聚类等无监督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处方中药物的使用频次及药物之间的
关联规则、处方规律。结果：对筛选出来的１３３首处方进行分析，确定处方中药物的使用频次，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挖掘
出２０个核心药物组合和１０首新处方。结论：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平台开展的中药治疗银屑病的数据挖掘和用药规律
研究，既可有效指导银屑病的中医临床治疗，同时为防治银屑病的新药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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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红斑鳞屑性皮肤病，中医称
之为白秓、松皮癣等，病情顽固且易复发，尤其严重

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究其原因，银屑病的发病主

要是机体功能失调，免疫力下降造成的［１］。本研究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对近现代期刊文献

中１３３首治疗银屑病的处方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挖
掘处方中药物的使用频次及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

处方规律等，来指导银屑病的中医临床治疗，同时为

防治银屑病的新药开发提供参考。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中药新药设计课题组开发，该软件采用

规则分析、改进的互信息法［２］、复杂系统熵聚类［３４］、

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５］等数据挖掘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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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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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处方来源　《实用中医美容金方》［７］、《皮肤病
名家验案精选》［１］、《古今名医临证实录丛书之皮肤

病》［８］等３本中医文献中收载的治疗银屑病的方剂。
１２　处方的筛选　在以上３本文献中筛选“主治”
中明确含有“银屑病”“牛皮癣”“白秓”“松皮癣”等

的方剂，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方剂１３３首。
１３　分析软件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０１）”软
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提供。

１４　处方的录入与核对　将上述筛选后的处方录
入“中医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０１）”。录入完成后，为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由双人负责审核。通过“中医传

承辅助系统（Ｖ２０１）”软件中“数据分析系统”模块
中的“方剂分析”功能，进行用药规律挖掘［２－３，６］。

１５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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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提取数据源　在“中医疾病”项中输入“松
皮癣”，提取出治疗银屑病的全部方剂。

１５２　频次统计分析　将银屑病方剂中每味药的
出现频次从大到小排序，并将“频次统计”结果导

出。

１５３　组方规律分析　“支持度个数”（表示在所
有药物中同时出现的次数）设为１５，“置信度”设为
０６，按药物组合出现频次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
序，“规则分析”分析所得的规则。

１５４　新方分析　首先进行聚类分析（核心算法包
括改进的互信息法、复杂系统熵聚类），在聚类分析

前，先选择合适的相关度和惩罚度，然后点击“提取

组合”按钮，发现新组方（基本算法是监督的熵层次

的聚类），并可以实现网络可视化展示。

２　结果
２１　用药频次　对筛选出的１３３首治疗银屑病的
方剂中药物频次进行统计，使用频次在１５以上的药
物有２６味，使用频次前３位的分别是生地黄、白鲜
皮和赤芍（见表１）。

表１　方剂中使用频次１５以上的药物情况表

序号 中药名称 频率 序号 中药名称 频率

１ 生地黄 ７３ １４ 苦参 ２３
２ 白鲜皮 ５１ １５ 白茅根 ２３
３ 赤芍 ５１ １６ 生薏苡仁 ２３
４ 土茯苓 ５０ １７ 连翘 ２２
５ 紫草 ４４ １８ 鸡血藤 ２１
６ 丹参 ４４ １９ 板蓝根 ２１
７ 当归 ４２ ２０ 乌梢蛇 ２１
８ 甘草 ４２ ２１ 红花 １９
９ 牡丹皮 ３３ ２２ 地肤子 １７
１０ 防风 ３１ ２３ 黄柏 １６
１１ 大青叶 ２７ ２４ 玄参 １５
１２ 槐花 ２５ ２５ 大黄 １５
１３ 金银花 ２４ ２６ 麦冬 １５

图１　支持度为１５，置信度为０６的药物网络展示

２２　基于关联规则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按照药

物组合出现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前 ４位分别是“赤
芍、生地黄”“白鲜皮、生地黄”“紫草、生地黄黄”“牡

丹皮、生地黄”（见表２），分析所得药对的用药规则
（见表３），并进行关联规则网络展示（见图１）。

表２　银屑病方剂中支持度为１５条件下药物组合频次表

序号 药物模式 出现频度 序号 药物模式 出现频度

１ 赤芍，生地黄 ３６ １４ 白鲜皮，赤芍 ２１
２ 白鲜皮，生地黄 ３５ １５ 甘草，赤芍 ２０
３ 紫草，生地黄 ２８ １６ 土茯苓，丹参 ２０
４ 牡丹皮，生地黄 ２８ １７ 丹参，紫草 ２０
５ 土茯苓，生地黄 ２６ １８ 白茅根，紫草 ２０
６ 当归，生地黄 ２６ １９ 甘草，白鲜皮 １９
７ 土茯苓，白鲜皮 ２６ ２０ 槐花，生地黄 １９
８ 丹参，生地黄 ２５ ２１ 赤芍，牡丹皮 １９
９ 赤芍，紫草 ２４ ２２ 土茯苓，甘草 １８
１０ 丹参，赤芍 ２３ ２３ 土茯苓，当归 １８
１１ 大青叶，生地黄 ２３ ２４ 白鲜皮，牡丹皮 １８
１２ 甘草，生地黄 ２２ ２５ 大青叶，紫草 １８
１３ 土茯苓，紫草 ２１ ２６ 赤芍，紫草，生地黄 １８

表３　银屑病方剂中药物组合的关联规则（置信度≥０６）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１赤芍，牡丹皮＞生地黄０９４７３６８４２１ ７ 赤芍＞生地黄 ０７０５８８２３５３
２ 白茅根＞紫草 ０８６９５６５２１７ ８ 白鲜皮＞生地黄 ０６８６２７４５１
３ 大青叶＞生地黄 ０８５１８５１８５２ ９ 大青叶＞紫草 ０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７
４ 牡丹皮＞生地黄 ０８４８４８４８４８ １０ 紫草，生地黄＞赤芍０６４２８５７１４３
５ 槐花＞生地黄 ０７６ １１牡丹皮，生地黄＞赤芍０６４２８５７１４３
６ 赤芍，紫草＞生地黄 ０７５ １２ 紫草＞生地黄 ０６３６３６３６３６

２３　基于熵聚类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２３１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依据方剂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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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行聚类
分析，得到方剂中两两药物间的关联度，将关联系数

００２５以上的药对列表（见表４）。
表４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关联系数≥００２５）

药对 关联系数 药对 关联系数

板蓝根，玄参 ００３５１００８２ 紫草，赤芍 ００２７１２２１４
重楼，龙葵 ００３４８６９６６ 生薏苡仁，鬼箭羽 ００２６９４８７９
重楼，南沙参 ００３４８６９６６ 生薏苡仁，赤石脂 ００２６９４８７９
玄参，南沙参 ００３３７５３２ 生薏苡仁，南沙参 ００２６９４８７９
板蓝根，丹参 ００３３０８６２１ 当归，防风 ００２６８６９７７
板蓝根，蒲公英 ００３１１５４９６ 板蓝根，茜草 ００２６５６７９７
板蓝根，败酱草 ００２８３８３１２ 板蓝根，白花蛇舌草 ００２６５６７９７
板蓝根，北沙参 ００２８３８３１２ 白花蛇舌草，夜交藤 ００２６５３３７２
板蓝根，石斛 ００２８３８３１２ 白花蛇舌草，羚羊角 ００２６５３３７２
板蓝根，南沙参 ００２８３８３１２ 鸡血藤，白鲜皮 ００２５８９６２２
鸡血藤，桑枝 ００２８３８３１２ 紫草，羚羊角 ００２５４８１６７
鸡血藤，桑寄生 ００２８３８３１２ 硫磺，枯矾 ００２５４４７８５
重楼，土茯苓 ００２７８３１６７ 硫磺，红粉 ００２５４４７８５
玄参，火麻仁 ００２７５５８６８ 白茅根，芦根 ００２５２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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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药物核心组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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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药核心组合（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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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蓝根，重楼，射干 １１ 板蓝根，重楼，羚羊角

２ 莪术，桃仁，鬼箭羽 １２ 川芎，桃仁，藁本

３ 当归，紫草，熟地 １３ 当归，白茅根，紫草，大青叶

４ 鸡血藤，络石藤，夜交藤 １４ 忍冬藤，天仙藤，桑枝

５ 鸡血藤，秦艽，天仙藤 １５ 秦艽，黄连，生白术

６ 黄芪，桂枝，白鲜皮 １６ 地肤子，苦参，白鲜皮

７ 白花蛇舌草，重楼，北沙参 １７ 白花蛇舌草，重楼，天仙藤

８ 苍术，羌活，麻黄 １８ 苍术，白蒺藜，炙甘草，陈皮

９ 硫磺，轻粉，信石 １９ 硫磺，轻粉，大腹皮

１０ 赤芍，牡丹皮，生地黄 ２０ 黄芩，黄柏，牡丹皮，栀子

２３３　基于无监督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分析　在
核心组合提取的基础上，运用无监督熵层次聚类算

法，得到１０个新处方（见表６）。

表６　基于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

序列号 新方组合

１ 板蓝根，重楼，射干，羚羊角

２ 莪术，桃仁，鬼箭羽，川芎，藁本

３ 当归，紫草，熟地，白茅根，大青叶

４ 鸡血藤，络石藤，夜交藤，忍冬藤，天仙藤，桑枝

５ 鸡血藤，秦艽，天仙藤，黄连，生白术

６ 黄芪，桂枝，白鲜皮，地肤子，苦参

７ 白花蛇舌草，重楼，北沙参，天仙藤

８ 苍术，羌活，麻黄，白蒺藜，炙甘草，陈皮

９ 硫磺，轻粉，信石，大腹皮

１０ 赤芍，牡丹皮，生地黄，黄芩，黄柏，栀子

３　讨论
本研究应用关联规则和聚类算法分析了中药治

疗银屑病的用药情况。经过关联算法分析，提炼出

治疗湿疹的常用药物排在前１０位的有生地黄、白鲜
皮、赤芍、土茯苓、紫草、丹参、当归、甘草、牡丹皮、防

风等，这些药物多具有清热凉血活血、祛风燥湿止痒

等功效。常用的药物组合有：１）赤芍、生地黄；２）白
鲜皮、生地黄；３）紫草、生地黄；４）牡丹皮、生地黄；
５）土茯苓、生地黄；６）当归、生地黄；７）土茯苓、白鲜
皮等。经过聚类算法分析，常用的药对包括板蓝根
玄参、重楼龙葵、重楼南沙参、玄参南沙参等。基
于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包括：１）板蓝根、重楼、射干、
羚羊角；２）莪术、桃仁、鬼箭羽、川芎、藁本；３）当归、
紫草、熟地、白茅根、大青叶；４）鸡血藤、络石藤、夜交
藤、忍冬藤、天仙藤、桑枝；５）鸡血藤、秦艽、天仙藤、
黄连、生白术；６）黄芪、桂枝、白鲜皮、地肤子、苦参；

７）白花蛇舌草、重楼、北沙参、天仙藤；８）苍术、羌活、
麻黄、白蒺藜、炙甘草、陈皮；９）硫磺、轻粉、信石、大
腹皮；１０）赤芍、牡丹皮、生地黄、黄芩、黄柏、栀子。

下面结合研究结果对中药治疗银屑病处方中出

现频次较高的药物进行分析。银屑病是顽固性皮肤

病，其致病原因多是由于湿热结毒。著名中医专家

邢子亨认为，湿热之毒留于肌肤，阻碍血络之周营，

因而肌肤失养而起斑屑，皮肤干燥而奇痒。故治以

清湿热解毒之剂以除病因，加养血活血、润燥通络之

药以去瘀阻［８］。在录入的处方中，生地黄是运用频

次最高的单味中药，其味甘、苦，性寒，归心、肝、肾

经，功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取其苦寒质润的特

性，借其凉血及养阴的作用，对于由血热或血燥引起

的银屑病有明显的治疗效果。白鲜皮味苦燥湿，寒

则清热，具有清热解毒，除湿止痒的功效。赤芍、牡

丹皮、丹参等均具有清热凉血活血的功能，对于由血

热引起的银屑病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选用紫草借其

凉血解毒以除斑的作用。土茯苓甘缓淡渗，性平偏

凉，清热解毒兼可清利湿热。当归味甘、辛，性温，归

肝、心、脾经，可补血活血、润燥通络以去瘀阻。基于

关联规则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治疗银屑病排在前

三位的组合分别是赤芍生地黄、白鲜皮生地黄、紫
草生地黄、牡丹皮生地黄，可见银屑病的治疗应以
清热凉血为主。正如皮肤病专家赵炳南先生所说，

银屑病的发生，血热是机体和体质的内在因素，是发

病的主要根据［８］。从药物关联可以看出临床常用组

合有板蓝根玄参、重楼龙葵、重楼南沙参、玄参南
沙参、板蓝根丹参等，体现了清热解毒、清热凉血与
养阴生津等药物间的相互补充、标本兼顾的治法，互

相发挥其特长，增强其药效，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本研究是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平台开展的对

中药治疗银屑病的数据挖掘和用药规律研究，既为

临床治疗银屑病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同时也为治疗

银屑病的新药研发的处方来源提供了依据。当然，

应用关联规则和聚类研究得到的组方规则、核心组

合和新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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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同时，本研究过程亦表明，中医传承辅助系

统为继承古人经验，提高临床疗效等提供了客观、科

学的途径和方法［１０］，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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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及并发症整个过程，在治疗上主张化浊解毒

可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１２］。因此，从众多临床经验

及报道中，在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过程中应用活血

化瘀或祛痰化湿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对于糖尿病的中医证候研究，百家争鸣，各持己

见。有学者认为中满内热是糖尿病的核心病机，２
１５８例肥胖２型糖尿病患者中热证、气滞证较为多
见［１３］。４００例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中阴阳两虚
最为多见，其次为气阴两虚［１４］。针对证候要素分布

规律的研究，有利于把握疾病病机的演变规律，为临

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本研究是基于现代文献病例

的回顾性分析，探讨糖尿病及慢性并发症的证候要

素分布特点，由于纳入文献数量、质量等影响，有关

１型糖尿病、糖尿病足和糖尿病高血压等并发症的
相关文献数量较少，研究结果依然存在偏倚、误差等

局限性。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登记研究，

同时规范诊断、规范证候名称，分析证候动态演变特

征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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