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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规则与熵聚类的补气类中成药

组方规律研究

吴嘉瑞　金燕萍　张　冰　张晓朦　周　唯　杨　冰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目的：探讨常用补气类中成药组方规律。方法：收录《新编国家中成药》中的补气类中成药处方，采用关联规则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和复杂系统熵聚类等方法，确定处方中药物的使用频次及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等。结果：高频次药物包括黄
芪、当归、熟地黄、茯苓、白术等；高频次药物组合包括“当归、黄芪”“熟地黄、当归”“白芍、当归”等；置信度较高的关联规

则包括“川芎、熟地黄＞当归”“白芍、熟地黄＞当归”等。结论：处方用药中除常见的补气类中药外，尚包括具有养阴、生
津、补血作用的部分补益药及其他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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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认为，元气、宗气、肾气等是维持机体生
命活动的主要物质，气虚可导致机体的脏腑功能减

退［１］。 《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 “在天为气，

在地为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素问·宝

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２］人也是天地之交的产

物，所以人的形体构成，也是以气为最基本物质

的。补气药能补益脏气以纠正人体脏气虚衰的病理

偏向。其包括补脾气、补肺气、补心气、补元气

等，故而使用本类药物可以治疗各种虚证，也可结

合其他类药综合治疗多种病症，如脾虚食滞证，可

配伍消食药同用，以清除消化功能减弱而停滞的宿

食；用于脾虚中气下陷证，多配伍能升阳的药物，

以升举下陷的清阳之气等。本研究收集 《新编国家

中成药》中的补气类中成药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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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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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为来源，共筛选出补气药处方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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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１２　分析软件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 （Ｖ２０）”
软件［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该系统

围绕中医药继承、发展、传播和创新 ４个核心问
题，集数据收集、管理、分析等为一体，有效实现

了疾病、证候、中药、方剂、医案及其相关信息的

管理、检索、分析等功能，在中医临床经验传承与

学习、新药研发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７］。

１３　处方的录入与核对　将上述筛选的方剂录入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并对药物名称进行规范统

一。在完成录入后，由专人负责录入数据源的审

核，以确保数据源的准确，为数据挖掘结果的可靠

性提供保障［６］。

１４　数据分析　通过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中

“数据分析”模块中 “方剂分析”功能进行组方规

律分析。通过系统 “数据查询”功能，提取出录

入的１６７首补气方剂。然后点击相应功能按钮进行
数据分析，包括药物频次统计、组方规律分析、新

方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用药频次　将药物按使用频次从高到低进行
排序，前三位分别是黄芪，当归和熟地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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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 ９７ １６ 山药 ２５
２ 当归 ８５ １７ 麦冬 ２４
３ 熟地黄 ６７ １８ 生地黄 ２２
４ 甘草 ６５ １９ 香附 ２１
５ 茯苓 ６２ ２０ 鹿茸 ２１
６ 白术 ５７ ２１ 菟丝子 ２０
７ 白芍 ５４ ２２ 怀牛膝 ２０
８ 党参 ５１ ２３ 杜仲 １９
９ 川芎 ５０ ２４ 大枣 １９
１０ 人参 ５０ ２５ 丹参 １８
１１ 五味子 ３８ ２６ 红花 １８
１２ 枸杞子 ３５ ２７ 益母草 １７
１３ 陈皮 ２９ ２８ 太子参 １７
１４ 肉桂 ２８ ２９ 砂仁 １６
１５ 阿胶 ２５ ３０ 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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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熟地黄，当归”“白芍，当归”，出现频次

３５次以上的药物组合见表２。在支持度为２０％，置
信度≥０７５条件下，分析所得药对的用药规则，
结果见表３，关联规则网络图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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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不同参数提取的数据并结合样本数和经验判
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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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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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 ６０ １２ 白芍，黄芪 ３９
２ 熟地黄，当归 ５０ １３ 甘草，当归 ３７
３ 白芍，当归 ４９ １４ 党参，黄芪 ３６
４ 川芎，当归 ４６ １５ 川芎，白芍 ３６
５ 白术，当归 ４６ １６ 熟地黄，当归，黄芪 ３６
６ 当归，茯苓 ４４ １７ 川芎，白芍，当归 ３６
７ 熟地黄，茯苓 ４１ １８ 川芎，熟地黄 ３５
８ 熟地黄，黄芪 ４０ １９ 白术，白芍 ３５
９ 白芍，熟地黄 ４０ ２０ 川芎，熟地黄，当归 ３５
１０ 白术，茯苓 ４０ ２１ 白芍，当归，黄芪 ３５
１１白芍，熟地黄，当归 ４０

表３　处方中药物组合关联规则 （置信度≥０７５）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１ 川芎，熟地黄＞当归 １ １２ 熟地黄，茯苓＞当归 ０８２９３
２ 白芍，熟地黄＞当归 １ １３ 白芍，当归＞熟地黄 ０８１６３
３ 白芍，茯苓＞当归 １ １４ 白术＞当归 ０８０７０
４ 川芎，白芍＞当归 １ １５ 熟地黄，当归＞白芍 ０８
５ 白术，白芍＞当归 ０９７１４ １６ 川芎，当归＞白芍 ０７８２６
６ 白术，熟地黄＞当归 ０９７０６ １７ 当归，茯苓＞熟地黄 ０７７２７
７ 川芎＞当归 ０９２ １８ 当归，茯苓＞白术 ０７７２３
８ 白芍＞当归 ０９０７４ １９ 当归，茯苓＞白芍 ０７７２７
９ 熟地黄，黄芪＞当归 ０９ ２０ 甘草＞当归 ０７７０８
１０ 白芍，黄芪＞当归 ０８９７４ ２１ 川芎，当归＞熟地黄 ０７６０９
１１ 白术，茯苓＞当归 ０８５

图１　支持度为２０％，置信度为０７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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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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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５。在核心组合提取的基础上，运用无监督熵
层次聚类算法，得到４个新处方，具体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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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术，香附 ００５３８ １４ 川芎，延胡索 ００４００
２ 延胡索，益母草 ００４６１ １５ 茯苓，肉桂 ００３９５
３ 白术，黄芩 ００４３７ １６ 延胡索，海螵蛸 ００３８９
４ 茯苓，远志 ００４３５ １７ 香附，鳖甲 ００３８４
５ 茯苓，砂仁 ００４３５ １８ 白术，续断 ００３８２
６ 白芍，乌鸡 ００４２０ １９ 阿胶，砂仁 ００３７６
７ 川芎，肉桂 ００４１８ ２０ 白术，砂仁 ００３７２
８ 肉桂，人参 ００４１８ ２１ 杜仲，鹿茸 ００３７１
９ 延胡索，阿胶 ００４１２ ２２ 川芎，艾叶 ００３６６
１０ 白术，熟地黄 ００４０９ ２３ 香附，柴胡 ００３５７
１１ 延胡索，杜仲 ００４０９ ２４ 川芎，红花 ００３５２
１２ 川芎，益母草 ００４０３ ２５ 延胡索，白芍 ００３５１
１３ 黄芩，续断 ００４０１

表５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药物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１ 牡丹皮，杜仲，续断

２ 沉香，琥珀，化橘红

３ 远志，酸枣仁，苍耳子

４ 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

５ 杜仲，砂仁，怀牛膝

６ 沉香，没药，僵蚕

７ 远志，酸枣仁，柏子仁

８ 红参，枸杞子，鹿茸，龟甲

表６　基于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

序号 新处方

１ 牡丹皮，杜仲，续断，砂仁，怀牛膝

２ 沉香，琥珀，化橘红，没药，僵蚕

３ 远志，酸枣仁，苍耳子，柏子仁

４ 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红参，鹿茸，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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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补气类中成药的用药规律。

以下结合研究结果，对处方中高频次药物进行分

析。黄芪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单味中药，其味甘微

温，归脾肺经，功能补气健脾，升阳举陷，常用于

脾肺气虚证以及气虚自汗、气血双亏等证，多与人

参、白术等配伍使用。当归出现频次仅次于黄芪，

能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其甘温质润，

长于补血，为补血之圣药，多用于血虚诸证，多与

滋阴、补气药合用，如当归补血汤、四物汤等。熟

地黄甘温，具有补血滋阴、填精益髓之功效，补阴

益精以生血，为养血补虚之要药，常用于血虚诸

证，多配伍当归、白芍、川芎等；且质润入肾，善

滋补肾阴，为补肾阴之要药，可用于肝肾阴虚诸

证，常与山药、山茱萸合用，如六味地黄丸。茯苓

味甘淡，能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甘能补，淡能

泄，药性平和，即可祛邪，又可扶正，利水而不伤

正气，兼能健脾，故能健脾渗湿而止泻，尤宜于脾

虚湿盛泄泻，可与山药、白术、薏苡仁同用，如参

苓白术散；且味甘，善入脾经，能健脾补中，常配

以人参、白术等，治疗脾胃虚弱等，如四君子汤。

白术味苦甘温，善于补气健脾，燥湿利水，为补气

健脾燥湿之要药，脾虚湿盛的大便溏泻尤宜［８］，有

“脾脏补气健脾第一要药”之称。

本研究所得的药物间关联规则有助于分析药物

间的关联程度，如 “川芎，熟地黄＞当归”（置信
度为１）含义为，处方中有川芎、熟地黄时，有当
归的概率为１００％；“白芍，熟地黄＞当归” （置
信度为１）含义为，处方中有白芍、熟地黄时，有
当归的概率为１００％。又如关联规则网络图中共９
味药物，这些药物是以八珍汤为主方加减而成的，

如当归、白术、茯苓、白芍、川芎、熟地黄等，而

党参功似人参而力弱，能补脾肺气。可见中成药处

方中高关联度药物组合与中医经典名方的一致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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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气的生成来源可分为三个

方面，一是自然界的清气，二是水谷精微之气，三

是肾中之精化生的精气。由此可知气的生成与肺、

脾胃、肾等脏器的功能关系密切。临床上尤以脾气

虚最为常见，脾虚证本质是以脾气虚为本，挟湿挟

痰挟热、气滞为标，临床上根据脾虚兼挟症的轻重

不同而治疗上则以健脾为主，辅以渗湿、化痰、清

热、行气［９］。如 “牡丹皮、杜仲、续断、砂仁、牛

膝”的配伍处方，牡丹皮清热凉血，以清气中实

热；杜仲补肝肾，肾藏精，化生元气；续断既能补

肝肾，又能行血脉；砂仁化湿行气，理脾胃气滞；

怀牛膝补肝肾兼能活血祛风除湿，故诸药合用既能

滋补肝肾以固先天之本，又能健脾燥湿，祛邪的同

时扶正，兼能凉血活血，营行脉内，化生血液，补

气时养血。

综上，本研究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对 《新编国家

中成药》中的补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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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

气类处方的深入挖掘和组方规律探寻提供了参考。

当然，应用关联规则和熵聚类研究得的组方规则等

还需进一步临床验证，数据挖掘方法亦有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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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结合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评价［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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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医药十大新闻揭晓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０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
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由世界中医药网和世界中联

新媒体专业委员会邀请有关媒体及专家评出的

《２０１５年世界中医药十大新闻》榜单揭晓。
世界中联主席佘靖，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

吉，副秘书长姜再增，世界中医药网总编辑陈贵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办公室主任欧阳波，世界中

联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以岭药业总经理吴相

君等出席发布会。

这十大新闻分别为：１．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２．中国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

天时地利人和大好时机。３．匈牙利《中医立法实施
细则》１０月１９日生效。４．ＩＳＯ／ＴＣ２４９（即国际标准
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正式命名，新发布４项
中医药国际标准。５．中捷中医中心、中法中医药中
心成立。６．康莱特注射液、连花清瘟胶囊获批进入
美国 ＦＤＡ临床研究。７．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ＷＦＣＭＳ）与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建立官方正式关
系，《世界中医药杂志》英文刊创刊。８．首家中医针
灸国际传承基地落户加拿大多伦多。９．世界卫生组
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落户澳门。１０．国际制药巨头
及农场业者瞄准中药市场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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