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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分析《吴鞠通医案》治疗

痹证的用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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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为基础，运用数据挖掘分析《吴鞠通医案》中治疗痹证的组方用药规

律。方法 搜集《吴鞠通医案·痹篇》条文中治疗痹证的相关处方，将数据整理后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Ｖ２．５），采用软件集成的关联规则分析、复杂系统熵聚类、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等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吴鞠通

医案》治疗痹证的高频药物及组合、核心药物组合等，并生成新处方。结果 对搜集筛选出的７６个治痹处方进行

分析，挖掘出高频（频次≥１０）药物２４味，高频（频次≥２５）药物组合１０组，演化得到核心组合２个、新处方２首。

结论 《吴鞠通医案》中治痹多遵循“因势利导，宣肺气，开支河”的思想，处方多采用开宣肺气与渗利膀胱相配合

之法，湿热痹多用苦辛通与辛凉淡法，寒湿痹多用苦辛温法，使风寒湿热之邪分消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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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鞠通（名瑭，字配珩），是清代著名温病学
家，温病四大家之一，他毕生勤于医学、刻苦钻研、

医术精湛，对温病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著

有《吴鞠通医案》、《温病条辨》和《医医病书》等著

作。对于痹证，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上，吴鞠通有着

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其中《吴鞠通医案》中有

关痹证的医案自成一篇，他治痹也自成一派，独具

一格。因此，本研究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

（Ｖ２．５）的基础上，采用复杂系统熵聚类［１］等无监

督数据挖掘方法，统计《吴鞠通医案·痹篇》［２］中

治疗痹证的高频药物及组合、核心处方等，归纳认

识其用药规律和诊治特色，希望为临床治疗痹证

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处方来源与筛选　从《吴鞠通医案·痹篇》
中搜集治疗痹证的相关医案及处方，其他病症的

医案中伴有痹证的不予包括。满足如下条件者予

以纳入：属痹证医案，有相关临床表现描述、有病

因病机论述，临床用药记录完备。排除不合格医

案：非痹证医案，无临床表现、痹证病机，方药缺

失，无配伍意义的单方，组成不明确的中成药或自

拟成药。对于信息不全面、有疑问、有争议者均不

予纳入。

１．２　中药的规范化处理　对于有方剂名称但无
具体药物组成者，以《方剂学》［３］为参考进行药物

补充，药物名称依据２０１５年版《中国药典》［４］及第
五版统编教材《中药学》［５］进行规范，如“杏仁”、

“杏泥”规范为“苦杏仁”，“全归”、“须归”规范为

“当归”，“苡仁”规范为“薏苡仁”，“苓皮”、“云苓”

规范为“茯苓”等。一些炮制方法未注明的药物，

如“石膏”“附子”“白术”“甘草”等均算做生品。

１．３　数据录入与核对　由一人将筛选后的７６个
处方依次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Ｖ２．５）软件，并
建立“吴鞠通医案·痹篇”处方数据库。第二步，

由双人对数据进行再次审核，以确保其真实性和

准确性。

１．４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软件———中医传承辅
助平台（Ｖ２．５）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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