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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月卑胃 方酉己伍规津的

数据乡空掘试验
口蒋永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李 力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李认书 李慧琴 陈 波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摘 要 目的 探索数据挖掘技术在方 剂配伍规律研究 中的 方 法
。

方 法 从 《中医 大辞典
·

方

剂分册 》中筛选 出 首脾 胃方 按照数据挖掘技术 中对原 始数据的预处理要求
,

进行方剂数据

的规范化
、

结构化和数字化处理 根据方剂 的数据特点
,

选用 聚类分析
、

对应 分析和频繁集方 法
,

进行 多角度
、

多层 次和量化的分析和 处理
,

并形成 了有关技术规则和 处理程序
。

结 果 就脾 胃方 的

核心 药物
、

方剂 结构
、

药对药组和
“

方 药证
”

的对应 关联所进行的数据挖掘
,

结 果基本符合 中医脾

胃方组方 用 药的 一般规律和特点
,

并发现 了一 些值得深入研究 的特殊 配伍现 象和模式
。

结论 本研

究表明
,

数据挖掘与传统的数据处理方 法不 同
,

能 以 线性和非线性方 式进行数据解析
,

适 宜时 包含

大量模糊和非量化数据 的 中医方剂 配伍规律 的研究
。

但 由 于数据挖掘对数据质量的要求高
,

因 而 数

据预处理在方剂数据挖掘 中工作量大
,

技术性强
,

是 实现方剂 配伍规律的知识发现的 关键所在
。

关键词 中医方 剂 脾 胃方 配伍规律 数据挖掘

一
、

目 的

数据挖 掘 是

当今最前沿 的信息处理技术
,

主

要 用 于 海 量 数据 的分析 和 研究
。

目前
,

数据挖掘方法 已开始应用

于生物 医学领域
。

中医方剂配伍

研究
,

因数据的庞大和复杂而非

人力所能完成
。

本研究 以脾 胃方

为样本
,

按 照 数据挖 掘 的程 序
、

要 求和 基本 方 法 对其进行 处 理
,

试图探索数据挖 掘在方剂配伍规

律研究中的方法意义和应用策略
。

二
、

方 法

方剂 的选择

基 于原始数据 的可靠性
、

准

确性 和完整性方 面 的考虑
,

本研

究 以 《中医大辞典
·

方剂分册妒伪
方剂来源

。

因为
,

该辞典 出版

年来
,

至今是普遍 被采用 的方剂

学工具书 所 收方剂来 自于 主要

医籍
,

具有一定代表性 方剂数

量 包括一些 方剂 的加减方 在

万首左右
,

较为适 中 对方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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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进行一定程度 的处理
,

详实 可

靠而条理清楚
,

易于操作
。

根据 以 下原则
,

共选 人脾 胃

方 首
。

这些方剂 出 自汉代 到

明清的不同临床医家
。

方 名 冠有
“

脾
” 、 “

胃
” 、

“

脾 胃
” 、 “

大肠
”

者
。

主 治 为
“

脾
” 、 “

胃
” 、

“

脾 胃
” 、 “

大肠
”

及相 关证候者
。

主 治 病 证 虽 不 属 脾 胃
,

但 治 法是从脾 胃入手者
。

某 些 方 剂 后 的 加 减 方
,

如方与证 齐全
,

作独立方剂处理
。

方 与 证 齐全 者
。

有方 药

而 无主治病证的
,

不 能入选
。

数据预处理

预处 理就是将原始 方剂 的语

言描述性信息
,

分解
、

转化为计

算机能够处理 的数据单元
,

使之

规范
、

准确 和有序
,

实现数据的

正确表达 和合理组织
,

这是数据

挖掘的基本条件
。

本研究对脾 胃方 数 据 预处理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数据的规范化
。

方剂原始数据 的不 规 范
,

主

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概念词 的语 义模糊
。

如 眩晕
,

眩指眼花
,

晕 为头晕
,

通 常并称

眩晕
,

指 头晕较重
,

有 天旋地转

之感者
。

其词义显然涉及眩
、

晕
、

眩晕 和头 昏这几个概念 的定 义 和

区别
。

概 念表达 的 不 规 范
。

再如 眩

晕
,

其表达 用 词 甚 多
,

如晕 眩
、

眼晕
、

眼 昏
、

眩 冒
、

头晕
、

目眩
、

头旋
、

昏眩等等
。

这些 又反 映 了

对同一概念的规范表达问题
。

上 两方 面 的 问题
,

在 中医 方

剂 中又 以后者更突 出
。

因此
,

我

们参考 《中国中医药主题词表 》闭
、

《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 》
、

《中医

大辞典尸 等权威工具
,

采取 以下

原则进行处理

一 词 多义
,

使之 单 义化
。

如

眩晕
,

即指有 天旋地转
,

不 能站

立 特点 的头晕
,

并将之与单纯 的

眼花
、

头 昏
、

晕厥
、

晕车船等相

区别
。

多词 一 义
,

用 一 词 表 达
。

在

具体操 作 中
,

不 随 便进 行 归 并
,

尤其舌脉证候 的表达
,

尽 可 能 细

致
,

如微热
、

发热
、

大热
、

夜热
、

日哺发热
,

均作单一概念处理
。

组 合 概 念
,

拆 分 进 行 表 达
。

如 涉及
“

清热
”

的治法很 多
,

有
“

清热化痰
” 、 “

清热燥湿
” 、 “

清

热凉血
” ,

为减少数据量
,

将这些

概念拆分为 清热
、

化痰
、

燥湿
、

凉血 个概念表达
。

数据的 结构化

数据结构 化 的 目的是 对方 剂

原始数据进行符合数据挖掘要求

的合理细化 和组织
,

以实现知识

重 点 的有序排列 和 数据 间关联结

构 的形成
。

这对揭示方剂 配伍与

应用的规律是极为重要 的
。

方剂数据具有多层关联结构
,

如药与药
、

药与症
、

药性与炮制
、

功效与主治
、

原方与加 减方
、

加

减 方 与变 症 等等
。

其 中
, “

证
、

药
、

方
”

是核心
, “

药
”

又是 核

心 中的要素
。

三者之关 系是 针

对
“

证
” ,

选 用
“

药
” ,

配 制
“

方
” 。

而
“

证
”

又是 由若干证候

组成的
, “

药
”

包含性味
、

归经
、

剂量等 内容
, “

方
”

则存在复杂

的组配关系及加减变化
。

方剂数据 的结构化最后是 通

过多层 的数据仓库来 体现 的
。

我

们所构建的脾 胃方数据仓库是 由

若 于 子库搭建而 成
,

方 剂主库
、

药物库
、

证候库
、

治法库 等
,

各

子库则根据数据情况 向下 细化到

不 能分解 的原数据
。

数据库及 各

种数据之间可 以借助代码或链接
,

进行线性 的或非线性 的方式 的关

联分析与计算
。

数据的数字化
。

数字被 认 知 的精度 和 深度 远

远 高于其 它 的信息 载 体
。

因此
,

我们尽 可 能采用数字来替代那些

负载有某种知识 内容 的文字或符

号
。

在本研究 中
,

数据 的数字化

主要 出于两种 目的

用 数 字 来 实现数据 量化
。

除

方剂 的剂量统一 用 以克为单位 的

数字来表示 外
,

中药性 味
、

毒力

等也采用数字来描述
。

中药 的寒

热温凉 四性实际包含 了不 同谱级
,

通 过对 名有关专家的 问卷调查

及统计处理
,

我们将平性药取值

为
,

偏 性 之 药依次 有 其相 应 取

值

大热行热卜温、微温杆平升

凉斗微寒斗寒。大寒
一 一 一 一

用 数 字来表 达数据 结 构
。

用

文字或符号描述 的数据很难表示

出其结构 和相 互 的关系
,

数字则

易 于实 现 这 一 点
。

中药
、

证候
、

治法等数据都能够采用数字来表

达
,

这不仅有 助 于相关数据 的深

洲 〔 二 。 理口刁汉 肠盯 众 勿 滋 、。 配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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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症状的编码处理

全身症状

身寒

恶风

发热

身热 不 扬

潮热

骨蒸潮 热

午后 潮 热

夜热

恶 热

人分析和运算
,

也是实现数据规

范化和标准化 的重要措施
。

我们

对此进行 了一次尝试
,

有关脾 胃

方 主治症 的数字化处理结果 部

分示例 见表
。

试验证明
,

数据

的数字化对数据挖掘 的结果 产生

极好的作用
。

数据挖掘方 法

聚类分析
。

聚 类 分 析

是研究事物分类的一种统计方法
,

是直接 比较样本 中各指标 或样

品 之 间的性质
,

将性质相 近 的

归为一类
,

性质差别较大 的归在

不 同类
。

聚类过程是数据挖掘过

程 的第一个阶段
。

它首先把数据

区分于不 同的类
,

以便做进 一步

的分析
。

本 研 究 分 别 采 用 系 统 聚 类

滋

和模糊 聚类
。

对脾 胃方所含 种药物
,

从功效 种
、

归经 个
、

药性 种 和药味 种 的角

度
,

进行 了分类特征分析
。

聚类

的统计值是各统计指标 的距 离
,

没有考虑 中药 传统 的分类 规 范
,

由计算机 自动完成
,

基本是客观

的
。

如 根 据 药物 性 味 的聚类
,

脾 胃方所含 中药分为 类
,

其 中

部分举例见表
。

频繁集方 法
。

数据挖掘要实 现 的一个重 要

目标就 是 寻找关联规则
,

而其第一 步则是 要找

到 相 应 的频 繁 集
。

所谓关联规则
,

是指 同一个

事件 中出现 的不 同项 的相关性
,

因而能够反映存在 于不 同项之 间

的某些规律和模式
。

通过频 繁集 方法
,

我们分析

了药物与症状
、

药物与病机
、

症

状 与病 机 等不 同项 间 的 相关 性
,

从多角度和多层 次来认识脾 胃方

之
“

方
、

药
、

证
”

之 间 的关 联
,

得到了饶有趣味的发现
,

见表
。

对应分析
。

对 应 分 析

是一种有效 的多元分析

方法
,

能够通过列联表的行列变

量 间的关系 的低维 图示
,

在 同一

个直角坐标 系 内同时表达变量与

样 品两者之 间 的相互关系
。

在 中

医方剂 中
, “

方
、

药
、

证
”

之 间

存在错综交织的对应关系
,

故寻找

其特殊对应关系对配伍规律的发现

和有效方药筛选非常为有用
。

如

对 脾 胃方 主 治 症 分 析 发 现
,

有的症状发生频数极高
,

于是根

据方 中药物 与症 状 的对 应关 系
,

我们从 首脾 胃方 中筛选 出症

状频数大于 的方剂
,

然后进一步

挖掘这些方剂的药物组成与病机
、

症状的关联规律
,

见表
、

表
。

三
、

结 果

核心 药物

在
“

药症对应
”

分析 中发现
,

有 味药的出现频次远远高于其

表 根据性味的药物聚类

类别 类名

辛温

苦 寒

代表性药物 药物 种数

辛苦酸温

甘温

大蒜
、

草果
、

砂仁
,

等

大黄
、

黄连
、

黄羊
,

等

佛手
、

香稼

龙眼 肉
、

黄 茂
、

扁 豆
,

等

以

表 脾胃方的功效频数 按序排列

功 效 在脾 胃方 中的应 用 频数 占全部方 剂 的 比 例

月峥,内

⋯
曰,工

乃内、一、,‘︸︶斗燥湿化痰

补 气

活血

祛疾

温 中理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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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脾胃方药物与主要病机的关联举例

病 机病 机

合计
中焦疾湿血虚胃阴虚胃气滞胃气上逆外感署邪外感风寒食积脾胃虚寒脾胃实热脾胃寒实脾气虚脾胃寒湿脾胃不和脾肾阳虚肝气郁肝气犯胃肝脾不和大肠血癣大肠疾热大肠实热

物药

勺︸妇友拍‘
、产、尸,曰

‘

曰,

‘沼‘曰

了

人自勺乙,‘,、︶勺一刁心内‘八」,︸日八曰扁 豆

白笼

白 芍

白术

立

合计

表 脾胃方药物与主要症状的关联举例

症 状

计合
饮食不消心下瘩满心烦泄泻胁胀满胃院痛吞酸疲乏呕吐纳差面色黄痢疾里急后重口渴腹胀满腹痛恶心大便滞大便不利肠鸣便秘

物药

曰︸︺,气声内亡」,气︺

且‘

勺勺‘月且内月
,滋‘,伪」月冲了月件,且曰,

‘气乃叶,‘

,

伟抽

‘

扁豆

白范

白 芍

白 术

合计

表
“
药物 一 证候 一 病机

”
对应

药物

白术

橘 皮

获茶

半夏

干 姜

主症 基本病机

气短
、

疲乏
、

纳 差
、

腹痛
、

心 下 痞

纳 差
、

腹胀
、

恶 心
、

呕吐
、

胸 闷

泄 泻
、

纳 差
、

院 闷
、

呕 吐

呕 吐
、

心 下 痞
、

腹胀
、

苔 白腻

泄泻
、

腹痛
、

疲乏
、

畏寒

脾 气虚

脾 气虚
、

胃气逆

脾气虚
、

中焦疾湿

中焦痰 湿

脾 胃虚寒
、

脾气虚

药物

获羊 白 术

白 术 干姜

半夏 干姜

白格 橘 皮

橘 皮 半夏 获茶

表
“

药物 一 主症 一 病机 一 方剂
”
对应

主症 基本病机

泄 泻 脾 气虚

呕 吐 脾 胃虚寒

呕吐 脾 胃寒 湿

心 下 痞 满 脾 胃不 和

呕吐 恶 心 胸 闷 中焦疾 湿

代表方 剂

获答 汤
、

四 君子 汤

理 中丸

半夏干 姜散

异功 散

二 陈汤

它 药物 甘 草
、

陈皮

白术
、

人参
、

获荃
、

厚朴
、

木 香
。

不

难看出
,

由这几味药可 以构成 四

君子汤
、

异功散
,

和香砂六君 汤 的

主药
。

而从另一 角度分析 能够得到

完全一致 的结果 首脾 胃方

中
,

所用 中药共 种
,

按方剂中

药物 的使用 频率
,

排前 位亦为

甘草
、

橘皮
、

白术
、

人参
、

获荃
、

厚朴
、

木香
。

方 剂结构

〔 记 。 记功 。邵
尸

七 动 痴刀硬汉 、肥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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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分析结果证 明
,

变化复

杂的脾 胃方
,

其基本结构主要是

以 四 君 子 汤 为代表 的 补 气健

脾方 剂是脾 胃方最基本的用 方
。

补 气 药 理 气 药配伍 的 方 剂
。

如异功散
、

香砂六君子 汤等
。

补 气药十 温 里 药配伍 的 方 剂
。

如理 中丸
、

保元汤等
。

补 气 药十理 气 药十化疾 药 或

化 湿 药 配伍 的 方 剂
。

如 六 君子

汤
、

参答 白术散等
。

药对药组

具有特殊 的组合关系 的药对

和药组
,

为更加深人 的配伍规律

研究提供 了线索
。

如 白术与获

菩
,

人参与生姜
,

获荃与木 香
,

陈皮与当归
,

人参
、

甘草与陈皮
,

陈皮
、

半夏与获荃
,

等等
。

“

方 药证
”

对应 关联

对方剂
、

药物 和证候进行多

角度和层 次 的对应分析
,

则 能发

现更多的规律性 的现象
。

见表
,

表
。

发现的 关键所在
。

数据挖掘是 包含人工智能
、

模 式 识 别
、

模 糊 数 学
、

数 据 库
、

数理统计等多种方 法 的技术集成
。

本研 究 采 用 方 法 和 样 本 量 尚 少
,

故应加大研究范围和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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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铎 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 北京 人民

卫生出版社
,

李经纬等 中医大辞典 北京 人 民卫生 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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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分册

应该给
“ ”

准确通俗的译名

四
、

结 论

脾 胃方 的 数据挖掘 结 果基

本符合 中医 脾 胃方 组方 用 药的 一

般规律和特点
,

并发现 了一 些值

得深入研究的配伍现 象和模式
。

数据挖掘在技术线路上 与

传 统数据 处理 方 法 不 同
,

能 以 线

性和 非线性 方 式解析数据
,

尤善

处理模糊 的和 非量化 的 数据
,

确

实非常适宜于方剂数据分析
。

数据挖掘 对数据质量的要

求很 高
,

因 而 数据预 处 理在 方 剂

数据挖掘 中工 作 量 大
,

技 术要求

高
,

这成 为 方 剂数据挖掘和 知 识

年第 季度以来
,

一种传染性和致命性很强的烈性传染病逐渐在一

些国家和地区流行起来
,

尤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造成了较大的影

响
。

最近被称为突如其来的
“

非典
”

在媒体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

已是家喻

户晓
。

随着病原体分离鉴定取得进展
,

国际科技界公认此病是由冠状病毒的

一个或多个变种弓起的
,

另外一个缩写
“ ”

在媒体上的出现频率逐渐

上升
,

为了让大众了解
“

非典
”

与
“ ”

的区别
,

及时与国际接轨
,

略

陈己见于下
。

在 确认此病病原体之前
, “

非典
”

的叫法无可厚非
,

语音朗朗上

口
,

而且全都明白
“

非典
”

是非典型肺炎的简称
,

在分离鉴定病原体的过程

中
,

又曾有报告称发现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一衣原体
。

但在 确认

此病病原体之后
,

再称
“

非典
” ,

似欠妥当
。

在中文语义中
,

非典型总是次
、

轻于典型
,

在一段时间内未弓起民众甚至医护人员的警惕
,

不能说与此术语

欠妥无关
。

更主要的是
“

非典
”

已经与目前这种烈性传染病没有任何联系
,

也体现不了这种疾病的任何属性
,

纯粹是一个符号
、

代号
,

无法成为一个学

术名称而永远被人使用
。

目前新闻媒体所 翻译成
“

非典
”

戴将二者划

等号
,

甚至可能出现在抗击
“

非典
”

的纪念物上
,

都可能把这种误解永久

化
“ ”

是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综 合 症 巧

的英文缩写
,

比较准确地概括和体现了此病的特点
,

世界通用
,

应该向中国的大众介绍和宣传
,

而介绍和宣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给
“ ”

一个中文术语
。

作者建议
“

飒什疫
” , “

飒
”

是 的谐音
,

如风之

飒然而至
,

寓意突如其来
,

又急又重
“

什
”

谐 之音
,

有探索的意思
,

加
“

疫
”

提示传染性
、

致命性
。

国际学术界已有 病毒的提法
,

即把冠状病

毒的一个或多个变种直接与 挂钩
,

相应地可称为
“

飒什病毒
” ,

但不可

称为
“

非典
’

病毒
。

以上建议是抛砖引玉
,

希望医学名词术语方面的专家和

机构
,

及早确定一个恰当的名称
。

胡世林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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