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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规则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用药组方规律研究

欧阳霞#伍娟娟#郭伟

摘要#目的#采用基于关联规则的数据挖掘方法研究多囊卵巢综合征处方用药规律" 方法#检索中国

知识资源总库#

&6E(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F+G=H-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3(I

$%万方数据资源

系统&收集
!"#"

年
#

月'

!"#8

年
#!

月中医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方剂
#"$

首&用
:J-14

建立数据库&运用

KIKK &41;1L.=L1

软 件 关 联 规 则 分 析 中 药 多 囊 卵 巢 综 合 征 方 剂 用 药 和 配 伍 规 律" 结 果

#"$

首处方中共包括
#!B

味药物&用药频次超过所有处方数
#7M

的常用药物有
%"

味&常用药对有
#%

种&

%

味药组合有
>

种&

8

味药组合有
%

种" 症状体征频次从高到低前
$

种为(月经稀发或闭经%双侧卵巢多囊

样改变%多毛%肥胖%不孕%痤疮%异常子宫出血#淋漓不尽$及腰酸" 临床证型前
8

位为脾虚%痰凝%肾虚及血

瘀" 结论#中医药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以健脾利湿%行气活血法为主&运用关联规则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可为

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遣方用药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关联规则) 多囊卵巢综合征) 数据挖掘) 中药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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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 $

R/4O-OH.=- /V<2=<L HOL

"

G2/;1

"

I&,K

%是一种常见于育龄妇女的内分泌紊乱

疾病"也是造成不孕的原因之一'

I&,K

患者多表现

为月经稀发或闭经"慢性无排卵性不孕(多毛(肥胖

等)

#

*

' 在生育年龄的妇女中发病率为
7M _#"M

"占

无排卵性不孕症患者的
%"M _B"M

)

!

*

' 中医学本身

无
I&,K

的病名"但是根据临床表现"可归属于+月经

后期,(+闭经,(+崩漏,(+不孕,等范畴' 因
I&,K

在

青春期和育龄期妇女中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在中西医

领域都视为难治性妇科疾病"因此对其的研究与探讨

也受到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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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现治疗
I&,K

的组方规律"本研究搜集公开

发行期刊文献治疗
I&,K

的方剂"采用关联规则分析

进行数据挖掘"以期探索出中医治疗
I&,K

的核心用

药及用药特点和组方规律"为
I&,K

病临床药物筛

选(合理组方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

#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

库$

&6E(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

&F+G=H-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3(I

%"

来源于
!"#"

年
#

月-

!"#8

年
#!

月发表的中医药治

疗
I&,K

的临床文献' 分别以+多囊卵巢综合征,(

+不孕症,(+闭经,(+月经后期,(+肥胖,(+崩漏,(+排

卵障碍,(+高雄激素血症,等词作为主题词和$或%中

文关键词进行精确扩展检索'

!

#纳入标准#$

#

%文献中明确诊断为
I&,K

&

$

!

%有明确的药物组成(治法的内服方剂&$

%

%对所选

方剂须疗效确切&$

8

%治疗方法以中药为主'

%

#排除标准#$

#

%综述性文献(科普文章(动物

实验研究文献"病例报道(临床经验文献&$

!

%中西医

结合治疗方法&$

%

%文献中研究对象合并心(肝(肾等

内科疾病者及合并垂体(肾上腺和甲状腺等内分泌疾

病者'

8

#数据筛选及编码#对所有入选的方剂和药物

进行索引(排序(查重"剔除重复"文献所涉及中药名均

参照.中药大辞典/

)

%

*中的药物名称进行录入' 经筛

选共有
#"$

首方剂和
#!B

味中药'

7

#数据分析及统计学方法#选用数据挖掘方法

中的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挖掘发现大量数据中项集之

间有趣的关联或相关联系"从大量事务记录中发现有

趣的关联关系"更好地分析事务)

8

*

' 设
( ` a=#

"

=!

"0"

=;b

是药物的集合"其中的元素称为项$

=.1;

%' 记
A

为方剂
)

的集合"这里方剂
)

是项的集合"并且
)!(

'

对应每一个方剂有唯一的标识"如方剂号"记作
)(A

'

设
[

是一个
(

中项的集合"如果
[!)

"那么称方剂
)

包含
[

' 规则
[

"

Y

在方剂数据库
A

中的支持度

$

HURR/2.

%是方剂集中包含
[

和
Y

的方剂数与所有方

剂数之比"记为
HURR/2.

$

[

"

Y

%"即
HURR/2.

$

[

"

Y

%

`

c a)

#

[#Y!)

"

)$Ab c C cA c

规则
[

"

Y

在方剂集中的

置信度$

-/LP=G1L-1

%是指包含
[

和
Y

的方剂数与包

含
[

的方剂数之比"记为
-/LP=G1L-1

$

[

"

Y

%"即

-/LP=G1L-1

$

[

"

Y

%

` c a)

#

[#Y!)

"

)$Ab c C c

a)

#

[ !)

"

)$Ab c

在
*=LG/WH [I

平台上"采用
+=-2/H/P. ,PP=-1

"

:J1-4 !""9

建立中医药治疗
I&,K

的数据库"对文

献所涉信息均赋予+

#

,或+

"

,的二值变量"+

#

,表示使

用"+

"

,表示未使用' 完成后用
INK* K.<.=H.=-H

#$

!

"

读取后另存为
KIKK

类型文件' 先运用
INK*

K.<.=H.=-H #$

!

"

统计单味药物的频次' 然后使用

&41;1L.=L1 #!

!

"

基于
NR2=/2=

算法"对各味药进行

关联规则分析' 主要分析哪些药物最有可能同时使

用' 具体操作如下#打开
&41;1L.=L1 #!

!

"

通过

KIKK d=41

节点读入数据然后选择
+/G14=LT

选项卡

中的
NR2=/2=

节点将其连接到数据流的合适位置' 在

NR2=/2=

节点的参数作如下设置#在
d=14GH

选项卡中

设定将所有药物都选择为前项和后项变量' 在
+/G1

选项卡中指定前项最小支持度为
!"M

"最小置信度为

B"M

"前项包含的最大项目数为
7

'

结##果

#

#用药频数统计及证候分析

#

!

#

#用药频数结果比较$表
#

%#本研究共收集

方剂
#"$

首"涉及使用药物
#!B

种"药物使用总频次

为
# #9$

次"每味药物的使用平均次数为
>

!

%

' 用药

频次超过所有处方数
#7M

的常用药物有
%"

味'

表
#

$药物使用频次

排序 中药名 频数
占处方

比例$

M

%

排序 中药名 频数
占处方

比例$

M

%

#

苍术
B7 B"

$

! #B

泽兰
!8 !!

$

!

!

陈皮
B" 77

$

B #9

茵陈
!% !#

$

%

%

茯苓
79 7!

$

$ #$

柴胡
!% !#

$

%

8

白术
8> 87

$

8 #>

丹参
!" #$

$

7

7

半夏
8! %$

$

> !"

路路通
!" #$

$

7

B

当归
%$ %7

$

! !#

熟地黄
#> #9

$

B

9

川芎
%$ %7

$

! !!

枸杞子
#> #9

$

B

$

香附
%8 %#

$

7 !%

厚朴
#$ #B

$

9

>

桃仁
%# !$

$

9 !8

砂仁
#$ #B

$

9

#"

鸡血藤
%" !9

$

$ !7

薏苡仁
#$ #B

$

9

##

枳壳
%" !9

$

$ !B

甘草
#$ #B

$

9

#!

牡丹皮
!$ !7

$

> !9

青皮
#$ #B

$

9

#%

菟丝子
!$ !7

$

> !$

山药
#9 #7

$

9

#8

川楝子
!B !8

$

# !>

黄芪
#9 #7

$

9

#7

续断
!7 !%

$

# %"

赤芍
#9 #7

$

9

#

!

!

#症状及体征分布情况比较$表
!

%#对
#"$

首方剂的临床证候进行规范化处理"整理出临床症状

及体征共
%7

种"出现
%B8

频次"前
$

种出现
!>"

频

次"占总频次的
9>

!

B9M

"余下
!9

种出现频次
98

次"

占
!"

!

%%M

'

#

!

%

#证型分布比较$表
%

%#通过对收录
#"$

首

方剂临床证候整理分析"总结出临床上以脾虚(肾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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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症状及体征分布前
$

种

规范症状 症状频数 占处方比例$

M

%

月经稀发或闭经
>" $%

$

%%

双侧卵巢多囊样改变
98 B$

$

7!

多毛
%9 %8

$

!B

肥胖
!$ !7

$

>%

不孕
!# #>

$

88

痤疮
#9 #7

$

98

异常子宫出血$淋漓不尽%

#! ##

$

##

腰酸
## #"

$

#>

痰凝(血瘀(肝经郁热等为主要证型"不同证型之间相

互兼夹"临床主要证型与
I&,K

的脾虚湿盛(痰瘀互

阻(肾虚肝郁发病因素相吻合"这也与临床症状表现

相符'

表
%

$

I&,K

的临床前
8

位中医证型统计

证型 证型频次 占处方比例$

M

%

脾虚
9> 9%

$

#7

痰凝
97 B>

$

88

肾虚
7$ 7%

$

9"

血瘀
%9 %8

$

!B

!

#基于
NR2=/2=

算法的关联规则分析

!

!

#

#中药二阶关联分析$表
8

%#取最小支持度

!"M

"最小置信度
B"M

"关联规则结果显示#常用药对

有苍术与陈皮(苍术与茯苓(茯苓与白术(陈皮与茯苓(

苍术与白术(茯苓与半夏(陈皮与半夏"白术与半夏(当

归与川芎(川芎与香附(当归与桃仁(川芎与桃仁(当归

与鸡血藤
#%

对"其中苍术与陈皮药对同时出现的频

次最高"支持度最高"置信度最高的是当归与川芎

药对'

表
8

$

I&,K

两药关联规则

排序 药对 频次 支持度 置信度

#

苍术
"

陈皮
7! "

$

8$# "

$

$""

!

苍术
"

茯苓
7# "

$

89! "

$

9$7

%

茯苓
"

白术
87 "

$

8#9 "

$

9$>

8

陈皮
"

茯苓
88 "

$

8"9 "

$

9%%

7

苍术
"

白术
8" "

$

%9" "

$

B#7

B

茯苓
"

半夏
%B "

$

%%% "

$

B%!

9

陈皮
"

半夏
%B "

$

%%% "

$

B""

$

白术
"

半夏
%7 "

$

%!8 "

$

9#8

>

当归
"

川芎
%8 "

$

%#7 "

$

$>7

#"

川芎
"

香附
!$ "

$

!7> "

$

9%B

##

当归
"

桃仁
!8 "

$

!!! "

$

B%!

#!

川芎
"

桃仁
!% "

$

!#% "

$

B"7

#%

当归
"

鸡血藤
!% "

$

!#% "

$

B"7

!

!

!

#中药三药及四药关联分析$表
7

(

B

%#取最

小支持度
!"M

"最小置信度
B"M

"关联规则结果显

示#符合最小支持度和最小置信度的三药关联规则共

>

条"四药关联规则共
%

条'

表
7

$

I&,K

三药关联规则

排序 中药 频次 支持度 置信度

#

苍术"陈皮
"

茯苓
8! "

$

%$> "

$

$"$

!

苍术"茯苓
"

白术
8" "

$

%9" "

$

9$8

%

茯苓"白术
"

陈皮
8" "

$

%9" "

$

$$>

8

苍术"陈皮
"

白术
%7 "

$

%!8 "

$

B9%

7

陈皮"茯苓
"

半夏
%! "

$

!>B "

$

9!9

B

茯苓"白术
"

半夏
%! "

$

!>B "

$

9##

9

苍术"白术
"

半夏
!B "

$

!8# "

$

B7"

$

当归"川芎
"

香附
!7 "

$

!%# "

$

9%7

>

当归"川芎
"

桃仁
!! "

$

!"% "

$

B89

表
B

$

I&,K

四药关联规则

排序 中药 频次 支持度 置信度

#

苍术"陈皮"茯苓
"

白术
%7 "

$

%!8 "

$

9!>

!

苍术"茯苓"白术
"

半夏
!8 "

$

!!! "

$

B""

%

当归"川芎"香附
"

桃仁
!! "

$

!"% "

$

$$"

!

!

%

#症-药关联分析$表
9

%#月经稀发或闭经(

双侧卵巢多囊样改变(多毛所对应的药物基本一致"说

明具有以上症状及体征的
I&,K

患者病因病机大体

一致"其所对应主要药物有苍术(陈皮(茯苓(白术等'

表
9

$治疗
I&,K

的症-药关联分析

药症关联 频次 支持度 置信度

月经稀发或闭经
"

苍术
B" "

$

77B "

$

BB9

月经稀发或闭经
"

陈皮
79 "

$

7!$ "

$

B%%

月经稀发或闭经
"

茯苓
78 "

$

7"" "

$

B""

双侧卵巢多囊样改变
"

苍术
B8 "

$

7>% "

$

$B7

双侧卵巢多囊样改变
"

陈皮
79 "

$

7!$ "

$

99"

双侧卵巢多囊样改变
"

茯苓
78 "

$

8># "

$

9%"

双侧卵巢多囊样改变
"

白术
87 "

$

8#9 "

$

B"$

多毛
"

苍术
%9 "

$

%8% #

$

"""

多毛
"

陈皮
%B "

$

%%% "

$

>9%

多毛
"

茯苓
%B "

$

%%% "

$

>9%

多毛
"

半夏
%! "

$

!>B "

$

$B7

多毛
"

白术
!$ "

$

!7> "

$

979

讨##论

中医学认为"正常妇女的行经(受孕有赖于脏腑(

气血(经络协调作用于胞宫"若因脏腑功能失常或者气

机失调"导致水湿内生"湿聚成痰"下注胞中"影响胞

宫(胞脉(胞络"损及冲(任(督(带诸经"可致月经衍期(

闭经(不孕等症' .丹溪心法/

)

7

*中载有#+驱脂满经

闭,"又云#+经不行者"非无血也"为痰所凝而不行

也,' 现代医学认为"

I&,K

患者中肥胖者占
%"M

%

B"M

)

B

*

' 而中医学认为+肥人多湿,"肥胖的主要发病

机理为痰湿内停"由于痰湿积聚"脂膜壅塞"则见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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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

肥胖"痤疮"多毛等症"故而临床上常将肥胖症患者称

为+肥人,(+肥满,"多列属+痰湿,证论治' 肥胖患者

多属于痰湿体质"脾虚是其根本"故对肥胖患者应健脾

益气"脾运则痰无由生' .外证医案汇编/

)

9

*分析到#

+流痰"00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瘀"流痰成

矣,' .血证论/

)

$

*说#+须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

00然使无瘀血"则痰气自有消溶之地',痰乃津液之

变"瘀乃血液凝滞"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瘀不仅互相

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瘀"或因瘀成痰' 故

而+行气活血,同样也是治疗
I&,K

不可或缺的重要

治法'

一般情况下"药物在治疗某种疾病时被组方的次

数可以反映出其在治疗该病时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

说"药物使用频数的多少代表着该药在治疗某病时的

重要地位与否"即是否为治疗某病的首选或主要药物'

高频药物统计结果显示"排名前
#"

位的高频药物有

苍术(陈皮(茯苓(白术(半夏(当归(川芎(香附(桃仁(

鸡血藤等' 从关联规则分析结果看"表
! _ 8

挖掘出

的药对和药组关联规则集"其包含的药物均有苍术(陈

皮(茯苓(白术(半夏(当归(川芎(香附(桃仁这
>

味药

为排名前
#"

位的高频药物"进一步证明其是治疗多

I&,K

的常用药物' 对
>

味主要的药物根据其功效

主治进行分类"共归为
B

类#芳香化湿药(行气药(利水

渗湿药(化痰止咳药(补益药(活血化瘀药' 从高频药

物的使用情况可知"目前中医辨治
I&,K

主要从燥湿

化痰"行气活血入手"而燥湿化痰是最常用的方法' 其

中苍术(香附(陈皮(茯苓(半夏(川芎是.广嗣纪要/

)

>

*

中经典祛痰湿古方苍附导痰丸的主要组成药物'

苍术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单味中药"其味辛苦(性

温(香气浓郁(归脾胃经"有健脾平胃"燥湿化浊"祛风

湿之功"凡湿邪为患"不论内外"均可使用' 现代药理

研究显示"苍术具有降血糖的作用)

#"

*

' 吕景山先生的

.施今墨对药/中记载"著名中医施今墨先生云#用苍

术治糖尿病以其有+敛脾精,的作用)

##

*

' 陈皮出现频

次仅次于苍术"其为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干

燥成熟果皮"性温"味辛苦"功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

临床常用于治疗胸脘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等' 陈

皮含有多种挥发油"黄酮类化合物"并富含多种人体生

命必需的营养元素' 有强心(抗休克作用及抗动脉硬

化(抗高脂血症作用)

#!

*

' 茯苓"归心(脾(肺(膀胱经"

性味甘(淡(平' 益脾助运"淡渗利湿"主治小便不利(

水肿胀满(痰饮咳逆(脾虚食少(泄泻(遗精白浊'

.本草正/

)

#%

*

#茯苓"能利窍去湿"利窍则开心益智"导

浊生津&去湿则逐水燥脾"补中健胃&祛惊痫"厚肠藏"

治痰之本"助药之降' 以其味有微甘"故曰补阳' 对茯

苓的药理研究相对透彻"茯苓含有多糖(三萜等多种有

效成分"其乙醇提取物有使兔血糖先升高后下降的作

用"还可使胰岛素作用增强)

#8

*

' 法半夏"辛"温"有毒"

入脾(胃经' 功能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 陈

皮(茯苓(半夏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7

*中二陈汤的

主要组成药物"能燥湿化痰"健脾和胃"以绝生痰之源'

白术甘温性缓"功健脾燥湿"益气生血' 与苍术配伍"

苍术芳香燥烈"燥湿力强"散多于补"偏于平胃燥湿&白

术健脾力强"补多于散"善于补脾益气' 二药伍用"一

散一补"一胃一脾"则中焦得健'

痰湿既是脾虚健运失职的代谢产物"又是阻滞气

机的病因"痰湿停滞则气机不畅"故香附使用频率偏

高"香附芳香辛散"其性宣畅"通行气分"散解六郁"兼

入血分"疏通脉络"为血中气药"前人多称其为+女科

要药,' .医学启源/

)

#B

*

#+当归"气温味甘"能和血补

血"尾破血"身和血,能补血调经"活血止痛' 川芎"

.神农本草经/

)

#9

*

#+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痹"筋脉缓

急"金疮"妇人血闭无子,能活血行气' 与当归相合"

以活血养血通经' 桃仁"味苦甘而性平"能入心(肝(大

肠"活血祛瘀作用强' +妇人肥盛"子宫脂满不孕,"当

归(川芎(桃仁等活血之药以散病理产物-瘀血"联合

香附等理气之药使壅者通"塞者启' 本研究运用关联

规则所挖掘的高频药物"在燥湿化痰之上"加用行气活

血之药"即兼顾健脾理气"又散结化瘀'

综上所述"本研究运用关联规则进行数据挖掘分

析能较好地挖掘
I&,K

的常用药物及常用药对(药

组"初步揭示
I&,K

的用药特色和组方配伍规律"为

其临床遣方用药提供理论指导' 利用关联规则数据挖

掘方法重点对中医学内服汤剂治疗
I&,K

的常用药

物(药物关联及症-药关联分析"得知临床上许多医家

常选用苍术(陈皮(茯苓(白术(半夏等药作为组方基本

结构"根据临床不同证型兼夹"常选用具有活血化瘀(

行气化痰止咳药(补益药(活血化瘀等功效药物进行配

伍' 但由于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相对较少"数据挖掘

方法选择较为简一以及未将现代中药(现代药理相关

数据纳入分析等原因"可能导致分析的结果不够全面"

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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