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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治疗胃溃疡相关常用中药及其功效分类"为应用中药治疗该病提供参考# 方法$采

用信息定量统计方法"对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医学卫生科技数据库
#99!

$

!"#!

年收

录的
7 8=% %!#

条文献进行分析"以%胃溃疡&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分别以现代应用频次较高的常用
=""

味中药药名为检索词进行
!

次检索"统计其应用频次# 根据统计结果"按'中药学(功效予以分类分析# 结

果治疗胃溃疡相关性中药应用频次较高的依次为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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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半夏

)

& ==9

次*等# 这些中药常组成的方剂为香砂六君子汤+左金丸+柴胡疏肝散等# 按'中药学(功效分类"综

合分析应用频次较高的中药分别为补虚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理气药和祛湿药等# 结论$补虚药+清热

药+活血化瘀药+理气药和祛湿药为治疗胃溃疡的常用中药#

关键词$胃溃疡,中药治疗,相关性, 信息定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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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溃疡是目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一种常见病'

多发病!属中医学(胃痛)' (胃痞)'(吐酸)'(嘈杂)等

范畴* 中药治疗是目前治疗该病的常用方法之一+

#

,

*

为客观评价治疗该病的常用中药及其类别!本研究采

用信息定量统计的方法!对与治疗胃溃疡相关性中药

现代应用频次予以统计分析!根据结果按-中药学.

+

!

,

功效予以分类分析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资料来源$以胃溃疡和
=""

种常用中药药

名+

&

,为检索词!全文精确检索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

刊网络出版总库"医学卫生科技数据库
#99!

/

!"#!

年间收录的
7 8=% %!#

篇文献* 检索方法为#首先以

(胃溃疡)为检索词检索!然后分别以
=""

种常用中药

药名为检索词进行二次检索!同时对两次检索检出的

文献按下述的文献判断标准进行分析!将符合纳入标

准的文献篇数分别进行记录'统计'排序*

!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有关临床类

$临床研究'临床试验'临床观察'临床报道'临床经验

等%和实验类$药效实验'药动实验等%文献&排除标

准#目次'索引及综述分析类文献*

&

$统计排序方法$将每种中药两次检索并符合

纳入标准的文献篇数记录在中药名前$每个药名一

段!篇数记录以
8

位数为基准!不足
8

位数者在数字前

以
"

补足
8

位数%!如(

"!$#

羌活)* 在
+3MS

文档上

依据段落按数字递减自动排序*

8

$分类研究$将检索后的
=""

种中药降序排

列!仅取前
!""

种按-中药学.功效分类!分别列出各

类中药使用的一级分类'二级分类之总频次和平均

频次*

结$$果

#

$治疗胃溃疡相关中药应用频次排序$表
#

%

前
="

种药物中包含香砂六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

甘草'陈皮'半夏'砂仁'木香%'左金丸 $黄连'吴茱

萸%'柴胡疏肝散$陈皮'柴胡'川芎'枳壳'白芍'甘草'

香附%等临床治疗胃溃疡的常用方剂*

!

$与治疗胃溃疡相关较高的前
!""

种中药按

-中药学.功效分类结果$表
!

%$按一级功效分类检

中总频次居于前
=

位的分别为补虚$

8& &7=

次%'清热

$

!! 7=$

次%'活血化瘀$

#% 7%9

次%'理气$

#7 7&&

次%及解表$

#8 ##&

次%* 按一级功效分类检中平均

频次居于前
=

位的分别为化湿 $

# !%%

次%'补虚

$

# !"=

次%'理气$

# #"9

次%'止血$

# #"&

次%'泻下

$

# "$8

次%*按二级功效分类检中总频次居于前
=

位

的分别是补气$

!$ 8!"

次%'理气$

#7 7&&

次%'清热燥

湿 $

#" #"$

次%'补血$

% #!$

次%及温里$

$ 9%#

次%*

按二级分类检中平均频次居于前
=

位的分别为补血

$

! "&!

次%'清热燥湿$

! "!#

次%'补气$

# 9=9

次%'

温化寒痰$

# 9&&

次%及化瘀止血$

# =8"

次%*

讨$$论

胃溃疡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发病机制尚未明

了!大多数观点认为是胃黏膜攻击因子及防御因子失

衡造成+

8

,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 治疗胃溃疡的药

物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胃黏膜保护剂!另一种为抑酸

剂* 但后者当长疗程'大剂量应用时!可能产生一系列

潜在的不良反应!如骨质疏松'维生素
]

#!

缺乏'缺铁

性贫血'肺部及肠道感染等+

=

,

* 邱建利等+

7

,采用系统

评价方法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胃溃疡总有效率优于

西药治疗*

为筛选治疗胃溃疡常用中药!本研究采用以(胃

溃疡)为检索词初检!以论文 (

O>0>AMEP 3K LM>

"

D.>KEN 3T -JJ4BEA1B3K \B1P ,3S>MK 'PBK>0> U>MV

"

A4 ,>SBEBK>

)统计的
=""

种常用中药药名为检索词二

次检索的方法+

&

,

!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治疗胃溃疡相关

性论文中中药的应用频次进行了统计排序分析* 结果

显示!甘草'黄连'丹参'白术'黄芪'白芍'柴胡'大黄'

党参'半夏等是治疗胃溃疡的常用药* 而从应用频次

前
="

种中药组成的方剂来看!香砂六君子汤'左金丸'

柴胡疏肝散等为临床治疗胃溃疡的常用方剂*

为进一步了解治疗胃溃疡相关中药的分类应用情

况!本研究按照-中药学.功效分类对排序前
!""

种的

中药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统计了

各类中药的一级和二级分类之总频次!结果发现!排序

的结果与不同类别中药种数的多少有较大相关性!即

排序在前的类别多为中药种数多的类别* 如按一级功

效分类检中频次居前
=

位的补虚'清热'活血化瘀'理

气'解表药!其中药种数分别为
&7

'

!$

'

#9

'

#=

'

#8

!频

次排序结果与分类种数多少一致* 为更准确地反映治

疗胃溃疡相关中药的分类情况!作者又采用分别统计

一级和二级分类平均频次的方法!结果虽与中药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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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胃溃疡相关性中药应用频次排序表

药名
H

频次 药名
H

频次 药名
H

频次 药名
H

频次 药名
H

频次

甘草
7%!&

鸡内金
##&"

高良姜
"7#8

佩兰
"&%9

水蛭
"!%=

黄连
898&

瓦楞子
###%

薏苡仁
"7"9

鱼腥草
"&$%

全蝎
"!%=

丹参
88#7

麦芽
#"$=

泽泻
"7"=

青黛
"&$&

沙棘
"!%!

白术
8&=9

海螵蛸
#"7$

金银花
"=9$

杜仲
"&$"

香菇
"!%!

黄芪
8&&&

桃仁
#"==

知母
"=%9

茶叶
"&$"

土茯苓
"!%#

白芍
8!#8

肉桂
#"&!

玉竹
"=%$

补骨脂
"&79

绿豆
"!$7

柴胡
8"##

蒲黄
#"&!

牛膝
"=%8

龙骨
"&7=

莲子
"!$8

大黄
&99"

川楝子
#""%

青皮
"=%#

黄精
"&78

羌活
"!$#

党参
&%$#

葛根
#""=

防风
"=$9

檀香
"&7!

竹叶
"!7&

半夏
&==9

五灵脂
#""!

莱菔子
"=$7

半枝莲
"&=9

绞股蓝
"!7#

三七
&#7%

栀子
"99!

牛黄
"=$"

枸杞子
"&=#

滑石
"!7"

当归
!97!

地榆
"9==

浙贝母
"=7=

牡丹皮
"&89

谷芽
"!=8

陈皮
!9=%

黄柏
"9!$

桔梗
"=7"

北沙参
"&89

玫瑰花
"!=&

木香
!$"7

百合
"9!=

牡蛎
"=7"

紫草
"&8%

独活
"!=#

茯苓
!79=

麻黄
"9"!

代赭石
"==$

胡椒
"&87

大腹皮
"!89

黄芩
!788

石斛
"9"#

石膏
"==&

酸枣仁
"&88

琥珀
"!8$

蒲公英
!8#7

连翘
"%=&

冰片
"=8=

地龙
"&8&

麦门冬
"!87

桂枝
!!$!

莪术
"%8%

雷公藤
"=8&

荆芥
"&&9

九香虫
"!88

人参
!!==

乌梅
"%87

薄荷
"=&!

天花粉
"&&$

蜈蚣
"!8#

厚朴
!!"&

苏木
"%!=

灵芝
"=&#

钩藤
"&&#

冬虫草
"!8#

延胡索
!#%"

苦参
"%!"

沉香
"=!=

女贞子
"&!$

木通
"!8"

香附
!#78

珍珠
"%"$

仙鹤草
"=#9

刺五加
"&!!

鹿角
"!&7

干姜
!"=!

杏仁
"$$=

姜黄
"=#&

车前子
"&#%

朱砂
"!&=

白及
!"87

龙胆
"$$&

菊花
"="9

败酱
"&#=

藜芦
"!&!

砂仁
!"#8

太子参
"$=&

升麻
"="#

益母草
"&#"

山茱萸
"!&"

枳壳
#%!#

辣椒
"$="

白芷
"899

青蒿
"&"%

木耳
"!!9

生姜
#$8!

乌药
"$87

玄参
"89"

金钱草
"&"%

猪苓
"!!$

吴茱萸
#7%#

白花蛇舌草
"$8&

天麻
"8%=

番泻叶
"&"$

诃子
"!!=

大枣
#7$!

五味子
"$&%

三棱
"8%8

旋覆花
"&"7

火麻仁
"!!8

郁金
#=%=

神曲
"$&7

银杏叶
"878

何首乌
"&"=

甘松
"!!8

枳实
#=!"

细辛
"$&!

炮姜
"87"

淫羊藿
"&"8

艾叶
"!!8

红花
#&!8

丁香
"$&"

虎杖
"8=%

西洋参
"&"#

花椒
"!!!

附子
#&"8

大蒜
"$!=

芦荟
"889

五倍子
"&"#

菟丝子
"!!"

山楂
#&"8

竹茹
"$#7

海藻
"88!

板蓝根
"!97

蜂胶
"!!"

赤芍
#!9#

槟榔
"$"%

木瓜
"88"

天门冬
"!9!

桑叶
"!#9

佛手
#!$!

乳香
"7$=

茜草
"8#9

饴糖
"!9"

白头翁
"!#$

川芎
#!=9

藿香
"7=7

远志
"8"8

石菖蒲
"!%9

徐长卿
"!#&

山药
#!=7

阿胶
"787

防己
"8"#

鳖甲
"!%7

马钱子
"!#!

沙参
#!8#

蜂蜜
"78!

芒硝
"&9%

夏枯草
"!%=

鹿茸
"!"9

苍术
##$7

没药
"78"

麝香
"&97

鸡血藤
"!%=

穿山甲
"!"$

的多少相关性明显降低!但发现某些频次较高的类别

与其中的某些药有关!如温化寒痰类频次较高主要与

其中的半夏频次高有关!化瘀止血类频次较高主要与

其中的三七频次高有关等* 以上分类方法虽均存在一

定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药不同类别的

应用情况* 综合分析!采用不同统计方法进入前
=

位

的类别$去除重复的!合并一'二级分类%有补虚药$补

气药'补血药%'清热药$清热燥湿药%'活血化瘀药'理

气药'解表药'化湿药'止血药$化瘀止血药%'泻下药'

温里药'温化寒痰药等* 该统计结果表明!胃溃疡致病

因素在实则为热'瘀'气滞$饮食'寒邪及各种病理产

物导致%&在虚则为气虚'血虚* 以药测证!实证有瘀

血停胃证$气血瘀阻证%'湿热中阻证$脾虚湿盛证%'

外邪客胃证'气机失调证&虚证有脾胃虚寒证'气血两

虚证* 与新世纪第
!

版-中医内科学.教材(胃痛)病

证治分类$寒邪客胃证'肝气犯胃证'湿热中阻证'瘀

血停胃证'脾胃虚寒证%

+

$

,基本相同*

从中医理论分析以上频次较高的类别#$

#

%补虚

药无论总频次或平均频次均居前
=

位* 胃溃疡病程

长!从起病原因看!本病多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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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胃溃疡相关中药应用频次功效分类

功效
频次

二级分类 一级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种数 总频次 平均频次 种数 总频次 平均频次

解表 发散风寒
% $ &&7 9#$ #8 #8 ##& # ""%

发散风热
7 7 $$$ # #&"

清热 清热泻火
7 & "#9 ="& !$ !! 7=$ %&9

清热燥湿
= #" #"$ ! "!#

清热解毒
## 7 $8= 7#&

清热凉血
8 ! 8$% 7!"

清虚热
# &"% &"%

泻下 攻下
8 = #88 # !%7 = = &7% # "$8

润下
# !!8 !!8

祛风湿 散风寒湿
! 79# &87 8 # 7&= 8"9

祛风湿热
! 988 8$!

化湿 化湿
= 7 8&% # !%% = 7 8&% # !%%

利水渗湿 利水消肿
8 8 #&7 # "&8 9 = $!" 7&7

利尿通淋
& %#% !$&

利湿退黄
! $77 &%&

温里 温里
% $ 9%# 99% % $ 9%# 99%

理气 理气
#= #7 7&& # #"9 #= #7 7&& # #"9

消食 消食
7 = "$= %87 7 = "$= %87

驱虫 驱虫
# $"% $"% # $"% $"%

止血 凉血止血
# 9== 9== % % %!& # #"&

化瘀止血
& 8 7#9 # =8"

收敛止血
! ! =7= # !%&

温经止血
! 7%8 &8!

活血化瘀 活血止痛
$ $ %=8 # #!! #9 #% 7%9 9%8

活血调经
7 $ 9$8 # &!9

活血疗伤
! # "&$ =#9

破血消
8 # %!8 8=7

化痰止咳平喘 温化寒痰
! & %7= # 9&& 9 % ="= 98=

清化热痰
= & 8"# 7%"

止咳平喘
! # !&9 7!"

安神 重镇安神
& %8$ !%! 7 ! #!7 &=8

养心安神
& # !$9 8!7

平肝息风 平抑肝阳
! # ##$ ==9 9 8 #$9 878

息风止痉
$ & "7! 8&$

开窍 开窍
& # !&" 8#" & # !&" 8#"

补虚 补气
#8 !$ 8!" # 9=9 &7 8& &7= # !"=

补阳
$ # 989 !$%

补血
8 % #!$ ! "&!

补阴
## = %79 =&8

收涩 敛肺涩肠
8 ! ##" =!% $ & 7%# =!7

固精止带
& # =$# =!8

攻毒杀虫 攻毒杀虫
# $!= $!= # $!= $!=

其他 其他
% ! 7== &&! % ! 7== &&!

$$注#平均数的计算取整数!小数点后数字采用
8

舍
=

入法&没有二级分类的药物二级分类等同于一级分类&其他为-中药学.未载者

从虚实辨证看!虚多于实!因实致虚!虚证贯穿于全过

程* 李东垣独辟脾胃学说!强调脾胃不足和胃气的升

发!(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 喜'怒'忧'

恐!损耗元气*)

+

%

,可见各种因素如饮食'寒邪'热邪'

情志等都能导致脾胃虚弱* 因此补益类药物使用频率

远远高于其他药物* $

!

%清热药尤其是清热燥湿药应

用频次居于前列* 姜树民教授认为!胃溃疡多以饮食

和情志因素居多!如生活压力较大造成劳逸失常!性情

急躁!气有余便是火!或气虚及阳!胃阳之气不得宣发

而受遏成痈!加之饮食肥甘厚味!易成湿热!内结日久

壅遏成痈!故清热药为治疗胃溃疡的常用药物+

9

,

*

$

&

%瘀血停胃证也是中医辨治胃溃疡的重要证型* 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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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初起在气!气滞日久影响血络通畅!以致血瘀胃络*

对于久痛者!-临证指南医案.认为(经几年宿病!病必

在络)

+

#"

,

* 治疗当用通瘀法!常用药如苏木'人参'郁

金'桃仁'归尾'柏子仁等* $

8

%胃溃疡属于中医胃痛

范畴!胃痛病变部位在胃!与肝'脾关系密切!-内经.

首先提出胃痛的发生与肝'脾有关!-素问"六元正纪

大论.#(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

+

##

,肝胃之间

木土相克!肝气郁结!易于横逆犯胃!以致中焦气机不

通!发为胃痛!故有(治胃病不理气非其治也)之说*

$

=

%-中医内科学.教材(胃痛)病有(湿热中阻证)!为

十分常见的证型* 李成光教授认为!清热祛湿和胃是

治胃脘痛的重要治法+

#!

,

* 脾胃之湿!多因脾胃虚弱!

脾失健运!胃失和降!气机壅滞!水谷精微变为湿!故化

湿药亦为治疗胃溃疡的常用药物* 其他如解表药'止

血药$化瘀止血药%'泻下药'温里药'温化寒痰药等应

用频次较高!则或与其类别中药种数较多 $如解表

药%!或与其类别中的某些药应用频次较高$如止血

药'泻下药'温化寒痰药分别与其中所含的三七'大黄'

半夏等%有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这一统计

结果对中药治疗胃溃疡的临证选药具有启示和借鉴

作用*

此外!幽门螺杆菌$

UJ

%是胃溃疡的重要致病因

素!目前对中药抗
UJ

作用存在两大观点#一是清热解

毒!一是扶正祛邪* 而多数实验表明!清热解毒的中药

更具优势+

#&

,

* 蔡和利等+

#8

,对中药治疗
UJ

感染的近

况进行综述!认为气滞'血瘀'郁热'湿阻等病理变化与

UJ

感染关系密切!治疗多采用清热解毒'健脾益气'

活血化瘀'行气解郁之法* 可见!补虚'清热'活血化

瘀'理气'化湿等药应用频次较高亦非偶然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的统计结果是通过对相关数

据库的全文检索得出!未能对相关文献的原文进行一

一分析!因此难免会存在统计不全的情况!同时还会出

现某种药并非治疗胃溃疡但因出现在了该文献中而被

统计的现象* 因此!本研究结果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目前中药治疗胃溃疡的客观情况*

综上!通过信息定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发现!治疗胃

溃疡相关性中药应用频次较高的依次为甘草'黄连'丹

参'白术'黄芪'白芍'柴胡'大黄'党参'半夏等* 按-中

药学.功效分类!综合分析应用频次较高的分别为补虚

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理气药和祛湿药等* 本研究结

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治疗胃溃疡相关中药的临床

应用情况!可作为今后应用中药治疗该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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