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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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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对中医药研究的辅助作用也逐步显露出来!尤其是促进了中医药学信息

数字化的发展" 数据库技术已经应用于中医药领域的诸多方面!如在中医文献#中医证候#中药有效成分#方剂的配伍规律研

究等方面都积累可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数据库$中医药$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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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技术产生于上世纪 B# 年代#经过 C# 多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应用不可或

缺的一项技术支持#运用于数据处理&信息检索和人

工智能等许多方面' 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

学#要从海量信息中获得新知识#发现隐藏的关系与

规律#以及对未知情况进行预测#已经不能再依靠传

统的还原论方法' 信息科学是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

的有力手段#是中医理论进行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切

入点($)

' 近年来#数据库应用于中医药研究由开始

的单纯数据检索逐步向数据挖掘方向转变#目前已

经广泛应用于中医文献整理&中药&证候诊断以及方

剂组成配比等各个领域' 本文对近年来数据库技术

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概述如下'

$!中医古籍文献的检索与分析

中医古籍文献浩如烟海#从奠定中医基础的

*黄帝内经+#到中医又一辉煌,金元四大家-的著

作#再到明清集大成之医家的著作#都是中国人民五

千年智慧的丰硕成果#运用数据库技术可挖掘大量

尚未被发现和总结的信息' 烟建华等(D)将中医基

础理论数据库拟分为中医古籍原著数据库&主题词

检索数据库与专题文献数据库三部分' 周莲菊

等(")建立的*黄帝内经+计算机检索系统对*黄帝内

经+的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和加

工' 为学习&研究&引证提供了现代化检索手段' 陈

擎文(C)用频数分析和关联原则对是山人医案&吴鞠

通医案&叶天士医案&临证指南医案中的中风医案进

行分析' 找出医案中治疗中风的药物出现频率由高

到低依次是$地黄&枸杞子&当归&肉苁蓉&天麻&茯

神&甘草&石斛&牛膝' 常用的 % 种对药$肉苁蓉与枸

杞子&当归与枸杞子&茯神与地黄&天麻与当归&牛膝

与枸杞子&天麻与枸杞子&石斛与牛膝&肉苁蓉与地

黄&石斛与枸杞子' 以及常用的 " 种 " 味对药$石

斛&牛膝与枸杞子#肉苁蓉&枸杞子与地黄#天麻&当

归与枸杞子' 赵凌等(E)对古代针灸治疗偏头疼的

$#% 条文献进行挖掘' 结果显示偏头痛处方配伍中

以合谷配风池出现的频次最高#其次为丝竹空配合

谷#丝竹空配风池#丝竹空配合谷&风池#列缺配太渊

分列第 D FC 位' 任玉兰等(B)还采集了古代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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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痞证-&,痞满-&,胃痞-&,胃脘痛-等证

的 "%" 首针灸处方为数据挖掘的样本#通过频次分

析与多层关联规则分析方法寻找腧穴分布规律以及

经络选择规律' 结果在方中出现的总频次为 %##

次#频次和支持度居前 $# 位的腧穴依次为足三里&

中脘&脾俞&公孙&胃俞&内关&膈俞&水分&太白&内

庭#其中胃俞&内关&膈俞&水分%排在第 $ 位的腧穴

配伍项集为,足三里
$

中脘-!其支持度与置信度分

别为 E?"K和 DC?GK"%主要选取经脉集中在任脉&

膀胱经&胃经和脾经'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数据挖掘对传统中医理论

的深层凝练#提供了可行的技术与方法'

D!中药研究

D?$!药物性质的研究!数据挖掘对于中药性质的

研究主要应用频数分析&L1<*;+*6回归分析&聚类分

析&决策树等方法#来验证中药功效&性味&归经描述

的科学性以及预测记载缺失的中药的性质' 王虹菲

等(G)对中药的生物学分类&入药部位&性味&归经&

功效和免疫功能作用等进行标引#并建立中药免疫

信息数据库' 以中药免疫信息数据库为统计源#根

据检索的结果统计不同类别的中药的数量和其中具

有免疫作用的中药味数#用 MN6-0处理数据#并用统

计软件 O'OO 进行L1<*;+*6回归分析#证实了中医药

理论的科学性' 五加科中药中具有免疫作用的比例

最高#为 B#K%百合科&桑科&伞形科&毛茛科#均有

"#K 以上的药物具有免疫作用' 依照免疫作用强

弱排列不同药性的顺序为$性平药物最高#为 DG?

#BK%其次性寒药物为 DD?$%K%凉性药物为 $%?

D"K' 温热药物中具有免疫作用的药物比例比较

少#而五味中淡味的药物中具有免疫作用的药物比

例最高#其次为甘味#以及归心经&肾经和脾经的药

物具有免疫作用的比较多' 何前锋等(P)应用聚类

分析对含有 C 种以上功效的单味药共有 B"% 种#单

味药对应功效数据共有 DPDD 条进行分析归类#希望

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功效的单味药归类在一起' 周

密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筛选药性与功

能记录齐备的 E#G 味药物建立数据库#其中归肝经

药物为 DC% 味' 随机分出 %E 味药为检验数据#其余

C$D 味药为建模数据' 采用 >C?E 决策树算法预测

有功能&性味记录&无归经记录的 D# 味中药是否归

肝经' 结果得出其中 $G 味药的归经#如,天山雪

莲-归肝经的概率为 P$?PK%沙棘归肝经的概率为

$##K%而藏菖蒲不归肝经的概率为 P#?PK' 众所

周知中药是由多种有效组分构成的整体#各有效组

分发挥协同作用#相辅相成#其药效表现为综合效

应($#)

' 而传统中药性质与药效的关系尚不清楚#数

据挖掘为这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D?D!药物不良反应的研究!随着中药研究的深入#

人们开始重视药品不良反应的评价' 以往文献中的

不良反应分析性论文#往往仅是对不良反应病案信

息进行简单的归类论述' 数据挖掘作为分析可疑药

物与不良事件之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手段其深度挖掘

作用已经得到认可#目前主要采用决策树等方法'

吴嘉瑞等($$)收集了 %E 种医学刊物中的 $G% 篇关于

清开灵注射液不良反应的文章' 应用(>>MOO 建立

病案数据库#对患者原患疾病&过敏史及不良反应累

及器官进行分析' 结论清开灵注射剂不良反应类型

可能存在规律性#即低年龄段相对更易发生皮肤损

害类不良反应#女性患者和高年龄段患者相对更易

出现过敏性休克类严重不良反应' 作者($D)还收集

CDD 例双黄连注射剂不良反应病例#构建数据库#应

用数据挖掘决策树法进行分析' 结果双黄连注射剂

不良反应显著特点为$E# 岁以上患者群的过敏性休

克构成比显著高于 E# 岁以下患者群!CQ#?#E"#而

皮肤损害构成比显著低于 E# 岁以下患者群!CQ#?

#$"%D# FC% 岁患者群的过敏性休克构成比显著高

于 # F$% 岁患者群!CQ#?#E"%$P 岁以上患者群的

过敏性休克构成比极显著高于 $P 岁以下患者群!'

Q#?##$"' 成年患者群中#使用注射液患者群的过

敏性休克构成比显著高于使用粉针剂患者群!CQ

#?#$"' 决策树方法揭示出药物不良反应与患者年

龄&性别&体质&过敏史&原患疾病的内在联系' 对指

导临床用药&确定不良反应易发人群&减低临床不良

反应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同时也对预测不良反应

易累计器官与预后有指导意义'

"!方剂组成的研究

方剂具体表现为方R方&方R药&药R药&药R量#以

及方药&方证&药症!证"与证症的多维关联#其本质

就是一种数据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非线性动态变化

的特性#符合数据处理的要求和特征' 数据挖掘运

用频数分析&L1<*;+*690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关联原

则的方法对药证关系以及类方进行挖掘'

"?$!药R证关系研究!方证关系常用回归分析的原

始方法进行分析#但其必须符合大样本正态分布#使

其应用极大受限' 于润桥等($")运用粗糙集强大的

数据分析处理功能#结合相关回归的方法分析方剂

中各药物与证侯指标之间的关系#为方证关系分析

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翁晓红等($C)收集了 $D# 余部

明清时期重要古医籍中关于脾胃湿热证方 E%$ 条#

其中治疗外感脾胃湿热证方 $CC 条#内伤脾胃湿热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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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方 D$# 条#脾胃湿热型黄疸方 %" 条#脾胃湿热型

泻泄和痢疾方 $CC 条' 使用 (>>MOO 建立数据库#

采用频数分析和 L1<*;+*690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对

药R证关联规则挖掘' 结果分析出明清医家治疗脾

胃湿热证的核心药物#合为一剂为$茯苓&黄连&橘

皮&泽泻&白术&厚朴&猪苓&黄芩&甘草&苍术&半夏&

滑石&人参&茵陈蒿&木香' 大体由 E 个经方加减而

成#即茵陈五苓散&半夏泻心汤&平胃散&香连丸和六

一散' 印证了明清医家治疗脾胃湿热证主要基于利

水渗湿药&健脾益气药&清热燥湿药构建方剂的记

载' 需要看到的是数据挖掘虽然为揭示药R证关系

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但也有其弊病$即初期数据

采集较为繁琐&纳入标准不易确立#若标准选择不正

确很可能影响最终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D!方剂类方的研究!这里指的类方是以方类方#

即由经典处方!经方与时方"繁衍发展而成的方剂

系统#乃历代名医灵活运用古方之精华#亦被奉为临

床处方用药之规矩与准绳' 李国春等($E)用动态聚

类分析研究半夏泻心汤中药量的组合规律' 将 $P%

个相关病案聚成四类$原方用量 " 倍!S类"%只加大

黄连&黄芩比例!SS类"%加大党参&大枣&甘草用量

!SSS类"%通方减少药量!SH类"' S&SS两类以和降

胃气&清热燥湿为主%SSS类以补益脾胃药为主%SH类

极有可能是低年龄患者或成年患者病情较轻者的用

量' 张昱等($B)运用布尔关联原则的 T'R树频集算

法#对所收集的宋以后的 %BG 首四君子汤类方进行

分析挖掘' 结果显示人参U茯苓&人参U白术&白术

U茯苓&人参U白术U茯苓的配伍方式支持度最高#

是四君子汤类方的核心药物组团%当归 U人参的支

持度仅次于四君子汤中的原有药物' 而,人参 U白

术U茯苓-的组合在频繁 " 项集中支持度最高#选

定其为核心药组' 类方中与核心药组配伍支持度前

三位的是化湿类&理气类&温里类药' 叶亮等($G)运

用布尔关联规则的 (28*18*算法对收集的四物汤类

方 $%E 首进行挖掘#其中古方 GC 首#今方 $D$ 首'

结论与四物汤四味药共同出现频率越高低依次为$

延胡&香附&桃仁&红花&甘草!置信度 V#I""' 常出

现的高频药对为香附与延胡!置信度 V#I""' 可以

看到在研究类方时主要采用频数分析&聚类分析&关

联原则来揭示方剂中各个组成之间的关系#确定核

心药物组团'

C!中医证候研究

中医的辨证体系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

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P)

' 从信息处理的角

度看#中医辨证的诊断过程可看作是一个映射过程#

即通过症状!原象"找出对应的证型集!象"的过

程($%)

#缺乏定量标准#不易规范化'

C?$!证候标准规范化的研究!缺乏统一的辨证分

型标准#一直是影响中医临床规范及疗效评价体系

建立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数据挖掘

的手段进行证候标准化研究#以求确立统一的辨证

分型标准#进一步提高中医诊疗评价体系的质量'

宇文亚等(D#)将胃炎实证 E 型&虚证 B 型各自建立单

证候库!(库"&单证候诊断标准数据库!W库"&虚

实关联匹配子数据库!>库"' 虚实主次结构通过

症状体征指标程度赋值的比值反应#波动 QDX" 为

绝等关联证%波动 VDX" 为主兼虚实关联证' 张启

明等(D$)用 O(OB?$D 统计软件的非条件 01<*;+*6多元

回归法对,肝气郁结-进行统计' 以-肝气郁结,为

自变量#筛选发病部位&病因&病例结果&常见症状及

常用药物录入' 结论指出在,肝气郁结-症状中依

照常见度排列为$弦脉&胁痛&胁胀&脉沉&嗳气&月经

紫暗&瘕聚&咽如梗物&吐咽不解&善太息&乳房胀痛'

按照各症状对判断,肝气郁结-的特异性有强到弱

依次为$善太息&乳房胀痛&咽如梗物&吐咽不解&胁

胀&月经紫暗&胁痛&脉弦&嗳气&瘕聚&脉沉' 刘刚

等(DD)应用偏微分效用分析方法对中医肝阳上亢证

的症状敏感性进行了研究#绘制出了程度影响参考

曲线' 进而深挖掘得出对肝阳上亢证影响最大的变

量是弦脉&烦躁易怒&头痛&口苦而渴&面目烘热&眩

晕' 王雪峰等(D")在进行了小儿肺炎的中医辨证规

范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 $GG 项对小儿肺炎病证诊

断有临床意义的证候变量' 运用包括关联分析&聚

类分析&分类分析&序列分析等进行数据挖掘#采用

的技术包括粗糙集&模糊集&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

确立初步小儿肺炎诊疗判定标准' 经过验证处理

后#我们得到挖掘后的疗效评定标准#与现有诊疗标

准数据库进行试测并最终构建小儿肺炎的中医疗效

评价指标和方法体系' 沈亚诚(DC)首先通过聚类分

析等方法对原有绝经综合征数据库进行数据清洗#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研究' 以聚类分析和主

成分分析对中医绝经综合征肾阴虚型证和西医症状

进行对比#然后分别分别建立中医疗效矩阵和对照

的西医疗效矩阵' 根据欧氏距离公式#计算出两序

列的距离Y$?"##距离比较小#表明两序列比较相

似' 基于欧氏距离#分别对中医疗效序列&西医疗效

序列和生存质量指标序列进行聚类#DCE 个病例的

三类指标序列的聚类结果基本相同' 发现中医药疗

效分析结果与生存质量分析在有效性方面表现基本

一致#表明采用中医证侯评分量表进行疗效评价比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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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合理' 综上所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中医证

候标准#有助于对大量中医辨证信息的简化处理和

其中潜在规律的挖掘#从而可能得到更为客观的结

论'

C?D!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新型的

数据挖掘技术#它是将整体论与还原分析方法有机

结合的研究复杂系统的有效方法#能够有效处理复

杂系统中杂乱无章的海量数据#并能够在海量数据

中寻找模式#寻找规律#归纳隐含在信息单元之间的

关联规则' 叶进等(DE)运用人工神经网络#采用头

痛&怕冷&身重&恶风&弦脉&洪脉&浮脉&发热&出汗 %

种症状指标#诊断湿温&暑湿&太阳伤寒&太阳中风四

证' 人工神经网络经过训练后#用现有的病案检验

系统检测#效果良好#且获得了很多难以通过人工获

取的规则' 吴芸等(DB)建立八刚辩证神经网络#验证

结果表明中医八纲辨证神经网络能够比较准确地对

C" 例病例进行中医八纲证型分型#其符合率达到了

%#K以上' 实验证明经过训练的人工神经网络可以

较准确地进行辨证#为临床症候诊断提供了一种辅

助手段'

E!结语

综上所述#中医药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是适应

中医药信息学的必然结果#为中医药学发展提供了

先进的研究方法与辅助手段' 从以往中医数据库运

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简单信息储存&检索功能#

近年来向数据挖掘深度发展的趋势初步展露出来#

并且已经取得一些成果' 此外#要从海量的中医药

信息中发现新的规律与知识#只采用单一的数据源

难以提取出隐含的大量信息#采用多组数据库融合

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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