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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版）记载：“桃

仁，别名桃核仁，是蔷薇科植物桃Prunus  persica（L.）

Batsch.或山桃Prunus  davidiana（Carr.）Franch.的干燥

成熟种子。桃为木本，早春开花繁多，多即为兆，

木兆谐音曰桃，药用其种子，故名桃仁。”[1]桃仁

药用历史悠久，始载于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下

经·桃核仁》，将其列为下品药，桃仁性平，味苦、

甘，归心、肝、大肠，具有破血行瘀、润肠通便、止

咳平喘等功效，主治血滞经闭、癥瘕、热病蓄血、

血燥便闭、目赤头痛、跌打损伤、风痹疼痛、咳喘、

痈肿疮毒等[2-3]。

中药药对是中医临床常用的相对固定的两药味

的配伍组合，是中药配伍基本特征和形式，体现了中

药配伍应用的基本原则[4]。基于此，本文以历代中医

方剂典籍为数据来源，运用频次分析和数据挖掘技

术，呈现桃仁药对组方用药配伍规律，并对其药对展

现的配伍规律进行归纳与分析，以期为临床应用和

药化实验提供线索和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方剂数据库》[5]和湖南电子

音像出版社的《中华医典》（第五版），并以《中医方

剂大辞典》[6]《普济方》[7]所载的桃仁组方用药内容

作为补充。

1.2  数据规范、处理与录入

1.2.1  数据规范  以《中药学》（第十版）[8]、《中国

中医药学主题词表》[9]为数据规范样本，对中药的药

名、功效和主治进行标准化处理，样本查找不到的，

进一步查询《中国药典》《中华本草》[10]进行数据清

理。例如：当归尾、当归身统一为当归，主治疾病月

水不通、月水不调、月水不利、经水不调等统一为月

经不调，耳鸣、耳聋统一为耳疾。

1.2.2  数据处理  在统计桃仁与其他中药方剂配

伍用量比时，将古籍质量单位进行其现代换算，1分

=0.3125g，1钱=3.125g，1两=31.25g，1斤=16两。其中，

古籍方剂桃仁用量采用个（枚）较多，根据桃仁五十

个约为8.5g[11]，1个（枚）约为0.17g，依此对桃仁用量

进行换算。

1.2.3  数据录入  基于ASP.NET+MySQL建立桃仁配

伍用药数据库，著录项包含方剂编号、名称、别名、剂

型、处方来源、药物组成、加减、功效、主治、制备方

法、用法用量、用药禁忌和备注。录入时，将药物组

成进行处理转换，有的药物显示为1，无则显示为0。

1.3  数 据 挖 掘 方 法  基 于Excel、SAS9.2与

IBM  SPSS  Modeler  18软件对高频药物进行统计分

析、关联规则及网络图谱数据挖掘，呈现出桃仁方剂

药味数量、主治疾病、方剂剂型、桃仁常用配伍中药，

分析出桃仁药对的关联规律与核心配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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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分析

从《中国方剂数据库》《中华医典》《中医方剂

大辞典》《普济方》共摘录2619条桃仁古方记录，去

除内容重复或无明确药物剂量记载的条目355条，共

录入方剂及相关内容2264首。

2.1  方剂药物味数  根据统计，录入数据库古方

2264首，包含药物668种，方剂药物组成最少1种，

最多为109种，其中4至12味中药较为常见，出现频

次 分 别 为101、122、149、178、246、229、178、167、

161，合计占比67.62%。

2.2  主治疾病  录入古方治疗疾病819种，主要是

以瘀血痛证、妇科病、咳嗽、疟疾、疝气等为治疗病

证，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桃仁方剂治疗疾病分布表（频次>100）

序号 疾病名称 频次 序号 疾病名称 频次

1 跌打损伤 275 11 便秘 148

2 月经不调 254 12 吐血 139

3 疟疾 230 13 蓄血 138

4 痞满 218 14 虚劳 126

5 咳嗽 207 15 脚气 124

6 腹痛 186 16 带下 121

7 瘰疬 184 17 耳疾 118

8 疝气  175 18 腰痛 113

9 肠痈  166 19 头痛 107

10 症瘕积聚 153 20 中风  101

2.3  方剂剂型  本研究录入方剂剂型主要有：汤剂、

丸剂、散剂、丹剂、膏剂、其他剂型6类，如表2所示。

经统计分析，桃仁在方剂中发挥的主要功效和剂型

之间无明显关系。

表2  含桃仁处方剂型统计表

方剂剂型 频次比例（%） 桃仁发挥的主要功效

汤剂 52.41 活血化瘀 润肠 消肿 止咳

丸剂 23.57 活血 润肠通便 消肿排脓 止咳

散剂 16.34 活血逐瘀 润燥 消肿排脓 止咳

丹剂 2.07 活血化瘀 润燥通便

膏剂 1.79 活血 消肿排脓

其他 3.82 活血逐瘀 润燥

2.4  桃仁常用配伍中药  经统计分析，与桃仁常用

配伍中药20味（使用频次200以上），其中配伍使用

频次最多的是当归，其次是甘草、红花、木香、大黄

等；桃仁与其他中药配伍比例多为1:1、1:2、1:3、2:1、

2:3，最常用配比为1:1，详见表3。表中选取的古籍记

载举例多为桃仁及配伍他药为君臣主药之复方。桃

仁3味、4味药对配伍如表4所示。

表3  桃仁常用配伍中药表

序号 中药 配伍频次 配伍比例 古籍记载举例

1 当归 967 1∶1，1∶2，2∶3
《证治准绳·类方》卷六：桃仁当归汤，

主治疝因瘀血作痛

2 甘草 521 1∶1，1∶2，3∶2
《奇效良方》：桃仁承气汤，主治伤寒蓄血，
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但小腹结血，下者愈

3 红花 500 1∶1，1∶2，1∶3
《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桃红四物

汤，主治月经不调及痛经

4 木香 487 1∶1，1∶2，2∶1
《宣明论》卷十三：木香厚朴汤，主治脱肛，

腹胁虚胀，不思饮食

5 大黄 458 1∶1，2∶1，3∶4
《伤寒总病论》卷六：大黄桃仁汤，主治
伤寒小产，恶露不行，腹胀烦闷欲死

6 赤芍药 444 1∶1，2∶1，5∶3
《圣惠》卷八十三：桃仁散，主治小儿心

痛不可忍

7 川芎 412 1∶1，1∶2，3∶5
《捷径》：桃仁化滞汤，主治瞳仁散大，

外现蓝绿之色，血滞着用。

8 桂心 338 1∶1，2∶1，4∶1
《冯氏锦囊秘录》卷十：桃仁承气汤，主

治蓄血中焦，腹中急结，下利脓血

9 牛膝 337 1∶1，2∶1，3∶2
《医方集宜》卷五：牛膝桃仁汤，主治瘀

血流滞腰痛

10 槟榔 311 1∶1，2∶1，2∶3
《圣济总录》卷一七四：桃花汤，主治奔

豚气，上攻心胸，喘闷胀满

11 枳壳 282 1∶1，3∶1，3∶2
《辨证录》卷五：逐血丹，主治太阳膀

胱之经有瘀血而不散

12 人参 274 1∶1，1∶2，1∶3
《妇人大全良方》卷五：桃仁散，主治妇
人冷劳气滞，经脉不通，腹胁妨闷，四肢

羸瘦，不思饮食

13 柴胡 266 1∶1，1∶2，3∶5 《医学摘粹》：柴胡桃仁汤，主治虫牙

14 鳖甲 259 1∶1，1∶2，2∶1 《顾松园医镜》卷八：鳖甲丸，主治疟母

15 生地黄 259 1∶1，1∶2，1∶3
《圣惠》卷九十六：桃仁粥，主治邪气攻

心，腹痛

16 白术 246 1∶1，1∶2，2∶5
《圣济总录》卷八十六：桃仁汤，主治肾

劳虚损，心腹胀满，骨节烦疼

17 防风 213 1∶1，1∶2，2∶3
《圣惠》卷三：防风散，主治肝脏不足，
两胁胀满，筋脉拘急，不得喘息，四肢少力，

眼目不利

18 附子 210 1∶1，2∶3，3∶2
《圣济总录》卷八十六：桃仁汤，主治肾

劳虚损，心腹胀满，骨节烦疼

19 羌活 203 1∶1，1∶2，2∶1
《赤水玄珠》卷十五：润肠丸，主治脾胃

中伏火秘结，及风结血结

20 香附 202 1∶1，1∶2，1∶4
《保命歌括》卷二十七：香附桃仁丸，主

治妇人血块如盘，有孕，难服峻药

表4  桃仁多药对配伍中药表

序号 药物配伍 频次 序号 药物配伍 频次

1 桃仁-当归-红花 414 11 桃仁 -当归-红花-川芎 183

2 桃仁 -当归-大黄 405 12 桃仁 -当归-红花-生地黄 155

3 桃仁 -当归-甘草 389 13 桃仁 -当归-甘草-红花 154

4 桃仁 -当归-川芎 375 14 桃仁 -当归-甘草-川芎 151

5 桃仁 -当归-赤芍药 336 15 桃仁 -当归-赤芍药-大黄 147

6 桃仁 -当归-牛膝 301 16 桃仁 -当归-红花-赤芍药 146

7 桃仁 -当归-木香 287 17 桃仁 -当归-红花-大黄 143

8 桃仁 -当归-生地黄 231 18 桃仁 -当归-甘草-大黄 132

9 桃仁 -当归-桂心 223 19 桃仁 -当归-大黄-牛膝 131

10 桃仁 -当归-人参 204 20 桃仁 -当归-红花-香附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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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方 剂 配 伍 关 联 规 律 分

析  桃仁方剂配伍规律分析采

用数据挖掘中的关联规则算法，

该算法有支持度（Support）和置

信度（Confidence）两个重要属

性[12]。支持度表示两种或者多种

中药在所有处方中同时出现的比

例；置信度表示中药X出现时，中

药Y同时出现的概率。本研究基

于SAS9.2软件的Enterprise  Miner

模块对桃仁方剂配伍规律进行关

联规则分析，如表5所示。

图1  支持度≥20%方剂配伍网络图谱 

图2  支持度≥30%方剂配伍网络图谱

图3  支持度≥40%方剂配伍网络图谱

2.6  方剂配伍网络分析  将支持度从20%提高到

40%，基于IBM  SPSS  Modeler  18软件生成不同支

持度条件下的方剂配伍网络图谱。当支持度≥20%

时，如图1所示，显示的中药数量相对最多，较全面

的反映出桃仁方剂配伍药物使用情况及其之间的关

系；当支持度≥30%时，如图2所示，显示的中药数

量减少，但中药的置信度更高；当支持度≥40%时，

如图3所示，使用频率较高的桃仁方剂核心配伍组

合呈现出来，桃仁常与活血行气之品的当归、红花、

川芎、赤芍药等配伍联用。

3 分析讨论

3.1  桃仁方剂组成、主治及剂型分析  桃仁处方中

其他药物累计667种，其中4至12味中药较为常

见，频次都在100以上，例如：4味中药古方有桃仁

散（桃仁、葵子、滑石、槟榔）等，5味中药古方有桃

核承气汤（桃仁、桂枝、大黄、芒硝、甘草），6味中

药古方有桃红四物汤（桃仁、红花、当归、熟地、川

芎、白芍）等。桃仁古方主治疾病819种，主要为

瘀血痛证，如跌打损伤、月经不调、疟疾、痞满、腹

痛、瘰疬、疝气、肠痈、癥瘕积聚等；亦可见润肠通

便之功效，用于治疗便秘。基于桃仁古方的剂型

分析，桃仁在不同剂型中发挥的功效未见明显差

异。

3.2  桃仁配伍规律分析

3.2.1  桃仁常用配伍药对频次分析  列出与桃仁配

伍频次在200以上的药物，其中配伍频次最高的是

当归，甘草、红花、木香等次之，桃仁与其配伍剂量比

例多为1∶1、1∶2、2∶1、2∶3。当归与桃仁配伍频次最

高达到967次，如桃仁当归汤，《证治准绳·类方》[13]

载其主治疝因瘀血作痛，具有祛血滞、理气之功效；

红花与桃仁配伍频次达到500次，如桃红四物汤，

《医宗金鉴》[14]载：桃仁、红花为主，力主活血化瘀，

以祛瘀为核心，辅以养血、行气；木香与桃仁配伍频

次达到487次，如木香厚朴汤，《宣明论》载其主治脾

胃虚寒，痔漏脱肛，腹胁胀满，起到温中固脱、理气和

血之功效；甘草与桃仁配伍频次达到521次，位居第

二，但是其在方剂中多用以增效减毒，调和诸药，乃

为“国老”。

表5  桃仁方剂（3味、4味药物）关联规则分析（置信度>70%）

关联药物 置信度（%） 支持度（%） 关联药物 置信度（%） 支持度（%）

桃仁-大黄→当归 91.02 35.66 桃仁-甘草→当归 71.65 44.68

桃仁-当归→生地黄 89.31 32.57 桃仁-红花→大黄-当归 89.52 33.87

桃仁-当归→木香 89.19 32.39 桃仁-当归→甘草-大黄 87.86 32.38

桃仁-当归→槟榔 88.42 31.34 桃仁-当归→大黄-牛膝 82.60 36.51

桃仁-人参→当归 85.80 36.82 桃仁-赤芍药-当归→大黄 79.36 37.25

桃仁-桂心→当归 84.68 38.18 桃仁-红花-当归→生地黄 76.39 39.63

桃仁-牛膝→当归 82.66 39.41 桃仁-红花-当归→川芎 75.89 42.10

桃仁-当归→红花 78.98 43.18 桃仁-红花-当归→甘草 73.67 46.72

桃仁-川芎→当归 75.59 45.79 桃仁-当归-甘草→川芎 72.04 44.87

桃仁-当归→赤芍药 72.93 42.41 桃仁-红花-赤芍药→当归 70.54 48.15



方 药 研 究

68 2019 年总第 51 卷第 4期

3.2.2  桃仁与3味、4味药对配伍频次分析  主要

呈现出桃仁-当归与他药3味、4味药对配伍组方。

首先，桃仁-当归与其他药物3味药对配伍，出现频

次较高的组合依次有桃仁-当归-红花414次、桃

仁-当归-大黄405次、桃仁-当归-川芎389次、桃

仁-当归-赤芍药336次……，主要体现了桃仁-当

归与他药三味药对配伍起到活血化瘀、行气祛瘀

之功效；其次，桃仁-当归与其他4味药对配伍，出

现频次较高的组合依次为桃仁-当归-红花-川芎

183次，桃仁-当归-红花-生地黄155次，桃仁-当

归-甘草-红花154次，桃仁-当归-甘草-川芎151

次……，主要体现了桃仁-当归与他药4味药对配

伍起到活血、行气与祛瘀之功效。

3.2.3  桃仁方剂配伍关联规则和网络图谱分析  通

过SAS9.2软件进行桃仁方剂配伍关联规则分析，在

桃仁3味药对方剂配伍中，桃仁-大黄→当归置信

度高达为91.02%，可信度为35.66%，而桃仁-当归

→红花、桃仁-川芎→当归、桃仁-当归→赤芍药、桃

仁-甘草→当归虽然置信度有所降低，但是可信度都

达到40%以上；在桃仁4味药对方剂配伍中，桃仁-

红花→大黄-当归置信度高达为89.52%，可信度为

33.87%，桃仁-红花-当归→川芎、桃仁-红花-当归

→甘草、桃仁-当归-甘草→川芎、桃仁-红花-赤芍药

→当归置信度降低，可信度却均大于40%。本研究

还通过IBM  SPSS  Modeler  18软件生成方剂配伍网

络图谱，呈现20%~40%支持度下中药配伍组成的变

化及特点，揭示出桃仁与当归、红花、川芎、赤芍药、

甘草为核心配伍药对组合。桃仁配伍红花、赤芍药

活血止痛，祛瘀行滞；配伍当归、川芎活血散瘀而不

伤正，气行而血行；配伍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

主治妇人血凝气滞、月经不调、经期诸痛、腰痛、蓄血

等病证。

4 结语

本文以《中国方剂数据库》《中华医典》《中医

方剂大辞典》《普济方》为数据来源，采用频次统计

分析、关联规则及网络图谱数据挖掘技术，呈现桃

仁药味数量、主治疾病、方剂剂型、常用配伍中药概

况，分析出含桃仁药对的关联规律与核心配伍组合，

既展示了单味药的个性，又揭示出“桃仁”复方的共

性，以期为桃仁配伍规律的基础研究提供借鉴，为现

代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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