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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深入分析研究本草纲目中的药物警戒思想提供新方法。方法：基于本草纲目金陵本文献著作设计了药物
警戒数据库，阐述了数据库建立的要求和存储模型的选取，以及数据库的概念和逻辑设计。结果：在此数据库的基础上可

建立知识发现系统，应用数据挖掘算法，对本草纲目中的药物警戒思想进行分析。结论：本草纲目药物警戒思想数据库的

建立可以为深入研究药物警戒思想提供方便、准确的手段，此方法也可应用于其他文献著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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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警戒”一词最早于１９７４年由法国科学家
提出［１］。２００２世界卫生组织对药物警戒正式定义
为“有关发现、评估、理解和预防不良反应或其他任

何与药物相关问题的科学研究和活动”［２］。中药药

物警戒思想早在几百年前已被提出，而且它的内涵

比西方药物警戒更为丰富。中药药物警戒源于中医

理论中“以偏纠偏”“以毒攻毒”的药物使用原则。

因此，中药药物警戒思想不仅仅关注药物的不良反

应，而是围绕着“识毒、用毒、解毒和防毒”多个层次

展开［３］。然而，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应用实

践，传统的资料搜索、数量统计等方法在数据的隐含

关系发现上显得力不从心，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传统

中医药学需要结合飞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４５］。本

文主要研究内容是对《本草纲目》中的药物警戒思

想进行整理、归纳，并设计适合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应用的药物警戒数据库，从而为中药药物警戒研究

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中药瑰宝传世巨著《本草纲目》中
积累了几百年来的中医药文献资料，其中记载了大

量有关中药药物警戒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作为基

础数据，对于系统研究中药药物警戒体系有着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使用的是《本草纲目》金

陵本。

１２　检索策略　《本草纲目》在药物来源、加工炮
制、毒性、使用禁忌等多个方面都有药物警戒思想的

体现，对安全用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数据的检索

即从上述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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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纳入标准　清晰理解药物警戒思想在《本草纲
目》中的体现方式，才能全面、准确的针对数据源设

计数据库。１）药物来源。“释名”和“集解”中清晰
描述了药物的品种、产地、形、色，可用以辨析胜品、

区分伪品。药物来源是对用药安全的源头控制。２）
毒性。药物毒性的描述多见于“性味”中，以“有毒”

“大毒”“小毒”“微毒”等用语表达，多指一些具有一

定毒性或不良反应的药物［６］。３）使用禁忌。“气
味”描述中以“忌恶反畏”表示药对间的配伍禁忌信

息；“附方”“发明”中多以“忌”“忌食”“勿服”“勿

入”“共食…”等描述表示组方与某种药物或某种食

物间的使用禁忌信息；以“剧泻药”“催吐药”“活血

破血”“产妇尤忌”等表示妊娠禁忌药物。４）解毒。
“主治”“发明”“附方”描述中多以“解…毒”“杀…

毒”“伏”“制”表示某种药物可解毒的信息，体现了

中毒解救的安全用药思想。５）加工炮制。药物的加
工炮制方法多在“修治”中进行说明。６）用法用量。
“气味”“主治”“发明”“附方”中多以“多食…”“久

食…”“不可食”“…杀人”等表示某种药物在用法用

量方面的安全使用事项。

１４　排除标准　有的讨论、质疑、个例信息虽然也
属于药物来源、加工炮制、毒性、使用禁忌等方面，但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此类数据被排除。

１５　数据库的规范与数据库的建立
１５１　数据库的建立　数据库的建立需满足以下
要求：１）结合数据特征，准确表述其含义。数据完全
覆盖《本草纲目》中有关药物警戒思想的内容，信息

表示准确，不失原著原貌，同时对噪声数据有恰当的

处理。上述各种药物警戒思想的表达均以符合各自

特征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中。２）主题特点突出，数
据方便利用。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对《本草纲目》

中药物警戒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所承载的核心功能

是传统药物安全使用的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３）数
据库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此研究的数据来源目前

限定于《本草纲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当增加数

据源时，数据结构需不扩展或轻易扩展实现，以保护

现有研究成果和实现多数据源的数据兼容。

目前常用的数据库模型主要是关系型数据库和

非关系型数据库２种［７］。虽然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

应用的迅速推广，非关系型数据库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使用，但结合研究主题、数据库建立要求以及２种
数据库模型的特点，本设计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关

系型数据库。主要原因如下：１）非关系型数据库的
优势主要是针对大数据的特点，即数据量大、数据变

化快，以及之前可能未知的数据［８］。此研究中的源

数据明确，并且在整理录入后几乎不会再发生变化。

２）非关系型数据库对分布式计算提供更好的支持，
能轻易实现“横向扩展”［９］。此研究的数据量并不

算大，也不需要提供高并发性的数据读写，不必采用

分布式计算。３）关系型数据库更适用于数据以结构
化和半结构化方式存储。上述药物警戒思想中需提

炼的内容均可以整理为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４）
关系型数据库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可以对交互式应用

系统提供更好的支持。这样在数据库建立后，可以

在其上开发除数据分析外的其他应用。５）关系型数
据也即行数据，可轻易实现向键值存储、文档存储、

列存储等非关系型数据库数据存储格式的转换。而

非关系型数据转换为关系型数据却较为困难。

综上所述如果采用非关系型数据库进行设计不

但无法应用其优势特点，还会增加设计的复杂性，而

关系型数据库可以更好的支持数据分析和利用，并

且即使以后有向大数据非关系型数据库并入的需

求，也可以较容易的完成转换。本研究采用的是开

源的关系型数据库Ｍｙｓｑｌ。
１５２　数据库的规范　概念设计采用实体关系
（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ＥＲ）模型。依据《本草纲目》中
药物及药物警戒思想表达方式建立实体。由于所建

实体数量很多，此处只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实体

进行说明。１）药物名称。其属性有药物代码、药物
正名、部。属性只选择了有唯一取值的信息，此实体

作为模型中其他实体间联系的核心。２）药物别名。
其属性有药物代码、序号、别名、出处。每种药物可

以有任意多种别名，所以属性“别名”的域是无范围

限制取值。别名信息的建立有助于利用此数据库产

生的规则对其他文献资料进行学习。３）性。其属性
有药物代码、出处、部位、寒、热、温、凉、平。属性“出

处”可用以区分《本草纲目》中记载的不同出处对药

物性味的不同描述。属性“部位”用以标识药物的

不同部位如实、根、叶、皮等，因为不同部位可能具有

不同的性味。之所以选取“性”的取值作为属性，是

因为其取值范围有限，此种设计可以减少信息的冗

余存储。以属性“寒”为例，其域可以定义为“０”“１”
“２”“３”分别表示“无此属性”“微寒”“寒”“大寒”。
４）配伍禁忌。其属性有药物代码１、药物代码２、出
处、禁忌。记录药对间的配伍禁忌信息。属性“禁

忌”的域为“忌”“恶”“反”“畏”。由于部分药物中

是特定部位与其他药物有配伍禁忌关系。例如，栝

楼根恶干姜、反乌头，而栝楼实则无此记载。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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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此类信息可以另行设置配伍禁忌描述实体，来

描述细节情况。５）附方使用。其中有附方药物实
体，其属性有附方代码、药物代码，用来记录附方

中所含药物；附方描述实体，其属性有附方代码、

附方内容描述。内容描述采用文本类型进行记录，

不进行整理和归类，以保证其原貌并且不丢失信

息；附方禁忌实体，其属性有附方代码、禁忌药物

代码。６）药物来源。其属性有药物代码、产地代
码、来源描述。

还有部位、味、毒性、解毒、来源、食物、产地、炮

制方法、饮食禁忌、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等其他实

体均按照上述实体的思路进行设计。部分ＥＲ图示
例如图１所示。将 ＥＲ图转换为关系模型，进而即
可生成Ｍｙｓｑｌ数据库所支持的逻辑结构。

图１　部分ＥＲ图示例

１６　数据分析　数据库建立后可应用计算机技术
进行传统药物信息的深入分析和知识发现，从而更

紧密的将中药实践与理论结合。在建立的药物警戒

数据库上可以应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构建知

识发现系统，系统结构及数据流程如图２所示。数
据挖掘是发现大量数据中的隐藏信息的高效手

段［１０］，常用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关联分析、聚类、分

类、回归分析等。而无论使用哪种数据分析方法，源

数据均可以从所构建的数据库中便捷获取，并通过

行列转换、数据拼接、关键词提取等数据预处理方法

得到某种数据分析方法所需要的特定格式数据。数

据预处理完成后，可进一步选用各类经典数据挖掘

算法形成算法库，并针对研究主题选取合适的算法

在数据上进行学习，最终形成知识库。下面我们列

举了几种常见的数据挖掘方法在我们建立的数据集

上可能的应用及相应思路。

１６１　关联分析　关联分析是从数据中挖掘数据
项之间相互联系的常用方法之一［１１］，可以通过药物

的基本属性来研究药物之间安全使用的内在联系。

如，可通过关联分析可研究药物性味归经、升降沉浮

属性与药物配伍禁忌之间的关系；附方药物与药物

和食物间使用禁忌的关系；附方中反药组合的关系

等。

图２　药物警戒知识发现系统结构及数据流程

１６２　分类及聚类　分类分析是首先从历史经验
数据中选出带有类别标签的训练集，然后根据某种

分类算法在该训练集上建立分类模型，最终使用所

建立的分类模型对没有分类的数据进行分类［１２］。

而聚类分析通过某种聚类算法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

组，要求相似的记录属于同一个分组，而不相似的样

本属于不同的分组。聚类和分类的区别是聚类不依

赖于样本预先定义好的类标签，即不需要训练集。

分类和聚类分析可用来针对不同的安全用药研究主

题对药物进行分类。如可以基于分类方法从历史数

据中学习关于药物相恶的知识，并用学习到的分类

器判别２种新药物是否相恶；而基于聚类分析可以
通过药物的各个属性，对不同的药物进行聚类，从而

研究不同聚类的药物所具有的共性特征知识，并可

进一步基于学习到的知识对新药物所属的类别进行

辅助判别。

１６３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一个统计预测模型，
用以描述和评估因变量与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之间的

关系［１３］。回归分析可用来研究药物基本属性在药

物安全使用方面的主次关系；多种药物同时使用可

能会存在使用禁忌的概率等。

２　结果
《本草纲目》中有丰富的药物警戒方面的思想

及知识，并且这些思想和知识的表达存在其自身的

特点，使人很难系统的掌握其精华。因此，为了超越

以往针对该问题的简单检索、统计研究，本文在深入

分析金陵版《本草纲目》的特点的基础上，设计并构

建了中草药警戒数据库，从而为方便高效地利用数

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对中草药警戒知识进行深入

分析和学习提供了数据支撑。

３　讨论
数据库的建立有助于便捷、准确、灵活地获取适

（下接第９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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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通阳”用于湿阻证，“温阳”用于阳虚之

候。而温热药物使用的目的，皆在于纠正人体“湿盛

则阳微”之状态，以利于人体气化功能的恢复，最终

清除湿热之邪。

综上所述，温热药物治疗湿热病的机制渊源于

《内经》《伤寒杂病论》，历代医家在继承中医经典理

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不断发挥，特别是温病大家叶

天士在《温热论》中的精辟论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

的典范。温热药的合理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湿热病

的治疗内容，尤其是启迪并拓展了我们临床用药思

路。在现代疾病谱湿热证逐年增多的今天，开展温

热药物在湿热病治疗中应用的讨论，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参考文献

［１］刘景源，王庆侠．温病辨治汇讲第１１讲湿热病辨治撷要湿热病

的辨证纲领，治疗原则与禁忌［Ｊ］．中国临床医生，１９９９，２７（７）：２

５．

［２］赵绍琴．温热纵横［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３．

［３］曾艺鹏，李剑锋，蒋玉珍．分消走泄方药配伍理论探讨［Ｊ］．新中

医，２００６，３８（３）：７９．

［４］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Ｍ］．４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３：６１．

［５］王士雄．温热经纬［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７４．

［６］孙思邈．中医必读百部名著·备急千金要方［Ｍ］．北京：华夏出版

社，２００８：２３０．

［７］刘景源．“分消走泄”法在湿热病治疗中的应用［Ｊ］．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０６，４（８）：３２３５．

［８］王士雄．温热经纬［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６：６９．

［９］赵绍琴．温热纵横［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０１．

［１０］彭胜权．温病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０１２．

［１１］赵以德．金匮玉函经二注［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０．

［１２］刘渡舟．湿证论［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１（１）：３５．

［１３］贾所学．药品化义［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８．

［１４］沈凤阁，王灿晖，孟树江．叶香岩外感温热篇、薛生白湿热病篇阐

释［Ｍ］．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５９．

［１５］吴瑭．温病条辨［Ｍ］．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４：９５１３３．

［１６］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９８．

［１７］刘景源．“分消走泄”法在湿热病治疗中的应用（二）［Ｊ］．中国中

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０６，４（９）：２３．

［１８］刘占文．“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探析［Ｊ］．陕西中医，１９８７，８

（４）：１８３１８３．

（２０１６－０６－０６收稿　责任编辑：白桦）

（上接第９１１页）
用于各种分析算法的特定格式、特定组合的数据。

相比之下，关系型数据库比非关系型数据库能更好

的适用此研究主题。同时可以对经典的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算法进行选取、整理，形成数据挖掘算法

库，以方便更加科学的对中药特性进行深入理论研

究。虽然此研究属于面向特定著作的主题数据库，

但研究方法却可以方便地扩展到其他文献著作，从

而为建立用途更为全面的中医药数据库提供了可能

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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