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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与专利探讨中医治疗胃溃疡的用药规律

刘丽娟　海丽娜　张金玲　王瑞峰　雷　娜　沈　燕　秦文杰
（北京振东光明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１２０）

摘要　目的：研究中医治疗胃溃疡常用药物性味和归经的规律与特点，为胃溃疡的中医临床治疗提供借鉴。方法：１）借鉴
循证医学和流行病学的思路与方法，系统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相关文献２２０篇，将符合纳入标准的１０７篇胃溃
疡的中医治疗文献中的药物归类，并分别查出其性、味、归经，进行统计分析；２）利用东方灵盾（ＷＴＭ）数据库，对２３２４个
胃溃疡相关专利主题词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１）对文献所涉及中药的用药规律进行统计，发现肿瘤发热用药频次最高的
前１０味中药分别为：白及、甘草、三七、海螵鞘、黄芪、白芍、黄连、延胡索、白术、生姜（干姜、姜炭）；主要是补益药、清热药、
理气药与理血药；性多温、寒，味则以苦味为先，其次为甘、辛；“归经”以归脾经的药物为最，其次是胃、肝、肺经的药物；２）
对ＷＴＭ数据库命中专利进行统计，前１０味药分别为：甘草、延胡索、白及、海螵蛸、枳实（枳壳）、木香、白术、白芍、陈皮
（青皮）、鸡内金。结论：苦温入脾经药物为治疗胃溃疡的常用药，常用药物为甘草、白及、海螵鞘、延胡索、白芍、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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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溃疡（ＧａｓｔｒｉｃＵｌｃｅｒ，ＧＵ）指胃黏膜缺损超过
黏膜肌层的慢性溃疡病变，多见于中老年人，是全球

性常见病［１］。中医对消化性溃疡（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ＰＵ）
的病名有多种称谓，根据 ＰＵ的临床症状将其分别
归属于胃（脘）痛、呕吐、便血、痞满等疾病中［２］。上

腹胃脘部近心窝处疼痛为胃溃疡主要症状，疼痛常

具有典型的周期性和节律性。

目前消化性遗疡（ＰＵ）在世界各国都是一种常
见病，据国外学者报道，在人群中大约有１０％患有
溃疡病［３］。胃溃疡发病有明显季节性，气温骤变和

·６４５·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天气寒冷的季节易发病，夏季发病率最低。约３０％
～５０％治愈后复发，五年内复发率达１００％，其癌变
率２％～５％［４］。目前西药的维持治疗尚无法根本

解决复发率高的问题。多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医在

治疗消化性溃疡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改

善患者症状、提高溃疡愈合率，降低溃疡复发率等方

面，结合中药低毒高效的特点，临床需求开发显著降

低胃溃疡的复发率的中成药。

基于文献查询，以往针对治疗胃溃疡中药用药

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对 ＷＴＭ数据库
所有有关胃溃疡专利及摘录的１０７篇文献中所载经
典方、自拟方及中成药处方进行统计分析，寻找中药

治疗胃溃疡的用药规律及特征，可为新药开发提供

科学依据。

表１消化性溃疡相关文献中药出现频次统计结果（统计源１）

序号 中药品名 频次 频率

１ 白及 ３７ ６９４％
２ 甘草 ３６ ６７５％
３ 三七 ２６ ４８８％
４ 海螵鞘（乌贼骨） ２４ ４５０％
５ 黄芪 ２３ ４３２％
６ 白芍 ２２ ４１３％
７ 黄连 ２０ ３７５％
８ 延胡索（玄胡、元胡） ２０ ３７５％
９ 白术 １９ ３５６％
１０ 姜（生姜、干姜、姜炭） １４ ２６３％
１１ 党参 １３ ２４４％
１２ 半夏 １３ ２４４％
１３ 茯苓 １２ ２２５％
１４ 徐长卿 １２ ２２５％
１５ 桂枝 １１ ２０６％
１６ 木香 １０ １８８％
１７ 柴胡 ８ １５０％
１８ 蒲公英 ８ １５０％
１９ 丹参 ８ １５０％
２０ 砂仁 ８ １５０％
２１ 贝母 ８ １５０％
２２ 珍珠（粉） ８ １５０％
２３ 佛手 ７ １３１％
２４ 瓦楞子 ７ １３１％
２５ 大枣 ７ １３１％
２６ 黄芩 ６ １１３％
２７ 枳实 ６ １１３％
２８ 吴茱萸 ６ １１３％
２９ 青黛 ５ ０９４％
３０ 香附 ５ ０９４％
３１ 大黄 ５ ０９４％
３２ 饴糖（胶饴） ５ ０９４％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中药数据来源　中药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５］，全国中医药

院校规划教材《中药学》［６］作为补充，不同入药部位

及炮制方法但功效相同的同一中药或同物异名者，

计为一种中药。每味中药类目参考《中国药典》［４］

一部记载的中药名称、性、味、归经进行收录统计。

表２中药功效用药规律—前３２味中药分类统计（统计源１）

中药分类 频次 频率

补益药 ７ ２１２１％
清热药 ５ １５１５％
理血药 ４ １２１２％
理气药 ４ １２１２％
解表药 ３ ９０９％

化痰止咳平喘药 ３ ９０９％
温里药 ２ ６０６％
祛风湿药 １ ３０３％
收涩药 １ ３０３％
化湿药 １ ３０３％

平肝熄风药 １ ３０３％

表３中药归经用药规律—前３２味中药归经统计（统计源１）

归经 频次 频率％

脾 ２１ ２２１１％
胃 １８ １８９５％
肝 １６ １６８４％
肺 １４ １４７４％
心 ９ ９４７％
肾 ４ ４２１％
胆 ４ ４２１％
大肠 ４ ４２１％
三焦 ２ ２１１％
小肠 １ １０５％
膀胱 １ １０５％
心包 １ １０５％

表４　中药性味用药规律—前３２味中药药性、
药味统计（统计源１）

性 频次 频率％ 味 频次 频率％

温 １４ ４２４２％ 苦 １７ ３２０８％
寒 １２ ３６３６％ 甘 １４ ２６４２％
平 ５ １５１５％ 辛 １２ ２２６４％
热 ２ ６０６％ 咸 ４ ７５５％

酸 ３ ５６６％
淡 １ １８９％
涩 ２ ３７７％

１２　文献检索与资料收集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ＣＮＫＩ１９９４—２０１４年），以“胃溃疡”“消化性
溃疡”为关键词检索，去除护理、西医、个案报道和可

能重复的临床研究报告，系统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

文数据库相关文献２２０篇，从符合纳入标准的１０７
篇相关文献中摘录不同中药处方共５８组，建立统计
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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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专利主题词出现频次统计结果（统计源２）

序号 统计项 频次／次 频率／％ 序号 统计项 频次／次 频率／％

１ 甘草（炙甘草） ５７８ ６０１％ ３６ 苍术 ８９ ０９３％
２ 延胡索（元胡） ４８０ ４９９％ ３７ 神曲 ８６ ０８９％
３ 白及 ４４０ ４５７％ ３８ 白矾 ７８ ０８１％
４ 海螵蛸（乌贼骨） ４３３ ４５０％ ３９ 瓦楞子 ７７ ０８０％
５ 枳实（枳壳） ４００ ４１６％ ４０ 丁香 ７４ ０７７％
６ 木香 ３１４ ３２６％ ４１ 佛手 ７３ ０７６％
７ 白术 ２９９ ３１１％ ４２ 川芎 ６８ ０７１％
８ 白芍 ２８０ ２９１％ ４３ 莪术 ６７ ０７０％
９ 陈皮（青皮） ３０４ ３１６％ ４４ 乌药 ６６ ０６９％
１０ 鸡内金 ２４９ ２５９％ ４５ 郁金 ６６ ０６９％
１１ 黄连 ２４６ ２５６％ ４６ 五灵脂 ６５ ０６８％
１２ 砂仁 ２３６ ２４５％ ４７ 枸杞子 ６５ ０６８％
１３ 三七 ２２８ ２３７％ ４８ 沉香 ６４ ０６７％
１４ 香附 ２２５ ２３４％ ４９ 麦冬 ６３ ０６５％
１５ 黄芪 ２２５ ２３４％ ５０ 川楝子 ６２ ０６４％
１６ 茯苓 １９９ ２０７％ ５１ 莱菔子 ６０ ０６２％
１７ 干姜（生姜） １９１ １９９％ ５２ 薏苡仁 ５９ ０６１％
１８ 当归 １６５ １７１％ ５３ 桂枝 ５８ ０６０％
１９ 厚朴 １６３ １６９％ ５４ 白芷 ５７ ０５９％
２０ 大黄 １５７ １６３％ ５５ 甘松 ５６ ０５８％
２１ 山楂 １３８ １４３％ ５６ 广藿香 ５４ ０５６％
２２ 豆蔻 １３６ １４１％ ５７ 灵芝 ５４ ０５６％
２３ 柴胡 １３１ １３６％ ５８ 牡蛎 ５３ ０５５％
２４ 蒲公英 １３１ １３６％ ５９ 石菖蒲 ５１ ０５３％
２５ 高良姜 １２８ １３３％ ６０ 黄柏 ４９ ０５１％
２６ 吴茱萸 １２３ １２８％ ６１ 栀子 ４７ ０４９％
２７ 大枣 １２２ １２７％ ６２ 红花 ４７ ０４９％
２８ 肉桂 １１７ １２２％ ６３ 金银花 ４７ ０４９％
２９ 人参 １１５ １２０％ ６４ 蜂胶 ４６ ０４８％
３０ 山药 １１５ １２０％ ６５ 槟榔 ４４ ０４６％
３１ 贝母（川、浙） １１１ １１５％ ６６ 珍珠 ４３ ０４５％
３２ 丹参 １０９ １１３％ ６７ 芦荟 ４１ ０４３％
３３ 黄芩 ９９ １０３％ ６８ 麦芽 ４０ ０４２％
３４ 乳香 ９８ １０２％ ６９ 血竭 ３７ ０３８％
３５ 半夏 ９４ ０９８％ ７０ 五味子 ３６ ０３７％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收录 ＣＮＫＩ已公开的有关中药
治疗胃溃疡研究的一次文献、综述性文献及硕博论

文，理论探讨文献未计；２）中西医结合疗胃溃疡的
文献均不收录；３）文章中方剂所含中药不全者，未
予录入；４）将同一作者、同一方剂和同一治法的文
献合并归一。

１４　专利收集　以东方灵顿数据库收载１９８５年至
今所有的专利为检索对象，以关键词“胃溃疡”为适

应证检索条件，检索到相关专利２３２４篇建立统计
源２。
１５　统计方法
１５１　文献统计方法　以上述１２收集文献（统计
源１）为基础，对胃溃疡具有治疗作用的经典方、自
拟方、现有中成药处方进行统计，将检索结果数据导

入Ｅｘｃｅｌ表格处理，选取胃溃疡文献前３２味高频中
药，并对其中药分类、性、味、归经进行统计分析。

１５２　专利统计方法　以上述１３收集的专利（统
计源２）为基础，进行 ＷＴＭ数据库主题词在线统计
分析，提取１００个高频主题词，剔除非中药材词汇，
得出胃溃疡专利中引用的前７０味高频中药材。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统计结果（统计源１）
２１１　中药频次用药规律　根据已收录的１０７篇
有效文献［７２９］，摘录不同中药组方５８组，统计方剂
中各中药的使用频次及频率，按照降序排列，记录前

３２味高频中药统计结果，如下表１。由表１可见使
用频次最高的中药为白及，其次分别为甘草、三七、

海螵鞘、黄芪、白芍、黄连、延胡索、白术、姜（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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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姜、姜炭）等。

２１２　中药功效用药规律　统计胃溃疡治疗方剂
中前３２味高频使用中药，其功效类别主要集中在补
益药、清热药、理气和理血药中。其中补益药治疗胃

溃疡研究比较活跃，其出现比例为２１２１％，其次为
清热药、理血药与理气药，见表２。
２１３　中药归经用药规律　统计胃溃疡治疗方剂
中前３２味高频使用中药所属归经，计算同一归经出
现的频次及频率。其中归脾出现频率最高为

２２１１％、其次为胃、肝经的频率相对较高，见表３。
２１４　中药性味用药规律　前３２味中药所属性味
进行统计，性温、性寒的中药使用相对较多，频率分

别为 ４２４２％、３６３６％；就药味而言，以苦为最
（３２０８％），其次为甘、辛，见表４。
２２　ＷＴＭ专利统计结果（统计源２）　通过东方灵
盾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ＷＴＭ），适应证以
“ＥＦＦ＝胃溃疡”为检索条件查询专利，进行提取词
统计分析，去除噪音，筛选有效提取词（中药名称）

排序如表 ５，前 １０位高频中药分别为甘草（炙甘
草）、延胡索（元胡）、白及、海螵鞘（乌贼骨）、枳实

（枳壳）、木香、白术、白芍、陈皮（青皮）、鸡内金。

３　讨论
收集近２０年国内发表的有关中药治疗胃溃疡

的相关文献，筛选出３２味高频中药、统计高频中药
的功效、性、味、归经等规律，发现目前临床用于胃溃

疡治疗的中药存在一定的用药规律。结果表明：在

该３２味中药中，有关补益药、清热药治疗胃溃疡的
研究较多；归脾、胃、肝经分布比例相对较高，可见脾

胃亏虚是胃溃疡发病的根本因素；多性温、寒，味苦、

甘，这与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实际相吻合。本研究

通过对２３２４个胃溃疡专利的主题词进行在线统计，
剔除噪音，获得专利前１０味高频使用中药，与文献
统计前１０味高频用药比较有 ６味中药相同，分别
是：甘草、白及、海螵鞘、延胡索、白芍、白术，为胃溃

疡常用中药。

由于胃溃疡的高复发率，药物疗法仍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中医药独具优势，通过文献及专利分析，

寻找目前中医药治疗胃溃疡的用药规律，可为临床

研究、新药开发选方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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