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总第

46

卷第

12

期

表

1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n=6

）

5

供试品

取样量（

mL

）

0.135

1.31

供试品中

含有量（

mg

）

RSD

（

%

）

94.65

92.87

回收率

（

%

）

平均值

（

%

）

0.1215 0.250

对照品

加入量（

mg

）

测定结果

（

mg

）

5 0.135 93.000.1215 0.248

5 0.135 0.1215 0.247 92.18

5 0.135 0.1215 0.249 93.83

5 0.135 0.1215 0.247 92.18

5 0.135 0.1215 0.246 91.36

表

2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n=3

）

140121

批号

0.024

次野鸢尾黄素含量（

mg/mL

）

0.77

RSD

（

%

）

140520 0.030 1.19

140528 0.027 0.35

3

讨论

3.1

流动相的选择 比较了甲醇

-0.2%

磷酸（

53∶47

）、

乙腈

-0.2%

磷酸（

39∶61

）、乙腈

-0.1%

磷酸梯度洗脱、乙

腈

-

水（

30∶70

）作为流动相的色谱效果

[2-5]

。 结果表明，以

乙腈

-

水（

30∶70

）为流动相，次野鸢尾黄素色谱峰分离

度好，保留时间适当且避免了使用酸作为流动相。

3.2

提取方法的选择 考察了加甲醇超声提取法

及乙酸乙酯提取蒸干加甲醇溶解法，

2

种方法结果

相近，但甲醇超声提取法主峰前后杂质峰多，故采用

乙酸乙酯提取蒸干加甲醇溶解作为提取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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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国教授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指导老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姜建国名医工作室”主持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齐鲁伤寒学术流派”负责人。 姜建国临

证

30

余年，治学严谨、经验丰富，谙熟本草药性，精

通中医理论，擅用古方化裁和自制新方，用药精炼，

治验甚众，提出“知常达变”的常变观是中医辨证思

维的基本特征之一

[1]

。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联合开发，该

软件采用规则分析、 改进的互信息法等数据挖掘方

法

[2]

，可实现“数据录入—数据管理—数据查询—数

摘 要 目的：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

V1.1

）软件，分析姜建国治疗外感发热用药经验。 方法：收集姜建国门诊治疗

外感发热病的医案，录入“中医传承辅助系统”，采用该软件集成的规则分析、改进的互信息法、复杂系统熵聚类等数据挖

掘方法，分析姜建国治疗外感发热的用药经验。 结果：对筛选出的

125

个处方进行分析，确定处方中各种药物的使用频

次，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 结论：姜建国治疗外感发热强调标本兼顾，治宜解表祛邪、清营凉血为主，兼以清热解毒、养阴

润肺、止咳化痰等。

关键词 外感发热 用药规律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

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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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分析结果输出—网络可视化展示”等功能。

本文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

V1.1

）软件对姜建国治

疗外感发热的方剂用药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处方来源与筛选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

姜建国在中鲁医院专家门诊接诊外感发热患者的治

疗处方。 经过严格筛选，共收集处方

125

首。 入选标

准：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

疗效标准》为参考标准。 排除标准：

①

不符合外感病

证及发热的诊断标准；

②

医案中症状、舌象、脉象记

录不完整。

1.2

分析软件 采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提供的“中医传承辅助系统（

V1.1

）”软件。

1.3

处方的录入与核对 将上述筛选后的方剂录

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1.1

）”。 考虑录入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人为失误，在完成录入后，由双人负责数据

的审核，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从而为数据挖掘结果

的可靠性提供保障。

1.4

数据分析 通过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1.1

）”

软件中“数据分析”模块中的“方剂分析”功能，进行

用药规律分析。

1.4.1

提出数据源 在 “中医疾病” 项中输入 “发

热”，提取出治疗发热的全部方剂。

1.4.2

药物使用的“频次统计” 将所有方剂中每味

药物的出现频次从多到少进行排序。

1.4.3

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支持度个数（

2

味或

2

味以上药物同时出现的次数）设为

30

，置信度（当

A

药物出现

B

药物出现的概率）设为

0.9

，按照药组合

出现频次从多到少的顺序进行排序； 点击 “规则分

析”分析所得组合的规则。

1.4.4

新药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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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相关度为

8

，惩罚度为

2

，然后点击“提取

组合”按钮，发现新药串（核心算法是无监督的熵层

次聚类）。

2

结果

2.1

用药频次 依据《中药学》

[3]

和《中药大辞典》

[4]

分类标准， 对姜建国治疗外感发热患者的

125

首方

剂进行分析，对其中

112

味药物进行“频次统计”，将

药物按使用频次从多到少进行排序。 经其本人确认

为有效的使用频次

＞60

的药物有

4

味 （生甘草、桑

叶、桔梗、炒杏仁）；使用频次在

50～59

次的药物有

3

味（防风、炒牛蒡子、金银花）；使用频次在

40～49

次

的药物有

4

味（川贝母、连翘、白薇、炙百部）；使用频

次在

30～39

次的药物有

7

味。 见表

1

。 出现频次

30

次以上的药物中，清热解表药

8

味，止咳化痰平喘药

5

味，清热凉血药

4

味等，提示姜建国治疗外感发热

用药的集中性，突出疏散风热、清营凉血解毒的治疗

原则。

表

1

外感发热方剂中频次

＞30

次的药物

1

序号

生甘草

87

药物 频次

生地

37

药物 频次

7

金银花

52 13

序号 药物 频次 序号

2

桑叶

71

麦冬

358

川贝母

43 14

6

炒牛蒡子

52 12

橘红

38 18

黄芩

30

3

桔梗

66 9

连翘

42 15

仙鹤草

32

4

炒杏仁

63 10

白薇

42 16

荆芥

31

5

防风

55 11

炙百部

41 17

地骨皮

31

2.2

基于关联规则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支持度

个数 （

2

味或

2

味以上药物同时出现的次数） 设为

30

，置信度（当

A

药物出现

B

药物出现的概率）设为

0.9

，按照药物组合出现频次从多到少的顺序进行排

序，出现频次

30

次以上，确认为有效的组合，见表

2

。

表

2

外感发热方剂中频次

＞30

次的药物组合

1

序号

炒杏仁 生甘草

药物组合

64

频次

2

金银花 麦冬

59

3

金银花 桔梗

45

4

防风 金银花

44

5

桑叶 金银花

42

6

金银花 炒杏仁

37

7

桑叶 生甘草

37

8

白薇 金银花

32

9

连翘 金银花 生甘草

30

10

生地 白薇 生甘草

30

2.3

方剂中药物组合的关联规则分析 分析所得

药对的用药规则，“关联规则” 的含义为： 当出现

“

-＞

”左侧的药物时，出现右侧药物的概率，确认有

效的用药组，见表

3

。

表

3

外感发热方剂中药物组合的关联规则分析

1

序号

金银花

－＞

生甘草

规则

1

置信度

2

连翘

－＞

生甘草

1

3

白薇 防风

－＞

生甘草

1

4

白薇 金银花

－＞

生甘草

1

5

白薇 炒牛蒡子

－＞

金银花

1

6

桔梗 炒牛蒡子

－＞

白薇

1

7

金银花 白薇

－＞

炒牛蒡子

1

8

炒牛蒡子 白薇

－＞

金银花

1

9

防风 炒牛蒡子

－＞

金银花

1

10

白薇 黄芩

－＞

柴胡

0.9435

11

桔梗

－＞

生甘草

0.9289

12

黄芩

－＞

柴胡

0.9214

2.4

基于熵方法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在以上核

心组合提取的基础上，点击“提取组合”按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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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算法， 有

18

个核心组合进一

步聚类得到新的药串，药串是指相对固定的

3

味或

3

味以上的药物组合， 作为中药配伍的独立单元，

是针对一定病证，从医家用药经验中提炼出来行之

有效的、符合一定理论依据和法度的固定配伍

[5]

，见

表

4

。

表

4

基于熵层聚类分析治疗外感发热的新药串

金银花

候选新处方

生甘草

金银花 橘红

连翘 前胡

生地 生甘草

麦冬 百部

桑叶 炒杏仁

防风 炒牛蒡子

桑叶 橘红

麦冬 白薇

金银花 桑叶

3

讨论

经过软件分析统计，姜建国治疗外感发热病常

用的药物有黄芩、柴胡、金银花、连翘、川贝母、炒牛

蒡子、生甘草、麦冬、生地、白薇、炒杏仁、橘红、桔

梗、桑叶等。 这些药物主要集中在五类，第一类以金

银花、连翘、黄芩为代表的解毒祛邪药。 金银花既可

疏散风热又可清热解毒；连翘既可清热解毒又可消

痈散结，其活性成分

FTS

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及抗菌

活性

[6]

，有“疮家圣药”之称；黄芩苦寒，清热燥湿、泻

火解毒、凉血止血，可清血分热毒之邪，多为引药入

位作用。 第二类清热凉血类药， 主要包括生地、麦

冬、白薇等。 白薇：味苦、咸，性寒，归肺、肝、胃经，咸

入血分，寒能清热，善于清透阴分伏热；生地味甘苦

微寒，入血分，功善清热凉血滋阴，《药性切用》谓之

能“泻血中之热”；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凉润清

热，善养肺胃之阴。 第三类为解表药，使用频次较高

的药物有炒牛蒡子、桑叶、柴胡等。 牛蒡子味辛、苦，

性寒，疏散风热、利咽透疹，善治外感风热，咽喉肿

痛。 《药品化义》曰：“牛蒡子能升能降，力解热毒。味

苦能清火，带辛能疏风。 凡肺经郁火，肺经风热，悉

宜用此。 ”第四类以川贝母、百部、桔梗、杏仁为代表

的止咳化痰类药。 桔梗味辛、苦，性平，宣肺利咽、祛

痰排脓，《本草求真》曰：“开提肺气之圣药，可为诸

药舟楫，载之上浮。 ”外感发热由外感六淫或感染疫

毒邪气所致，常分为风寒证、风热证、外寒内热证、

半表半里证

[7]

。 姜建国认为现代人类体质具有“营

热”的特征，营热内存易致外邪，或感受外邪引动内

热，导致外感后不仅有外邪入侵，正邪交争的卫表

症状，其本身营热亦会乘势而发。 在治疗学方面，提

出在外感初期（卫分阶段）即当清营，既要祛邪以治

表病，又当清营以调体质，主张“清营解表”、“治病

调质”，从“病”、“质”两个方面论治外感发热，在营

分阶段应在清营泄热的同时注重解郁宣透、行气活

瘀法的应用

[8]

。 在方药学方面，打破了“治上焦如羽，

非轻不举”的传统用药规律。 主张外感发热初起即

当佐以生地、麦冬、白薇等苦寒质重清解营热之品，

清营热以调体质。 所以治疗以疏散表邪、清营凉血

为主，佐以润肺化痰以止咳。 组方严谨，不变中求

变，辨证论治不同病人。

外感发热是因人体感受六淫之邪或疫疠邪气而

发，发病急，病程短，与季节、时令、气候、地区等因素

有关

[9]

。 外感发热病因推求六淫之邪，应以临床辨证

为准，如不结合临床证候，只按四时六气主病来推求

外感发热之病因，是简单的对号入座，刻舟求剑，不

尽符合实际，切勿拘泥

[10]

。 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继承

与发展，不能仅靠口传心授和文字整理，更要利用现

代化计算机技术。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不仅能对名

老中医治疗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 而且能将临床中

容易忽略的隐形知识呈现出来， 有利于临床医生进

一步领悟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为继承挖掘名老中医

经验，提高临床疗效等提供客观、科学的新方法，值

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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