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广东省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No.粤中医办函 ［2020］ 1 号）；深圳市宝安区医疗卫生基础研究项
目 （No.2020JD421）

作者简介：胡芬 （1983 －），女，汉族，在职研究生在读，主管中药师，研究方向为方剂配伍规律、医院药学。E －
mail：fjxinran2005＠163.com

《中药成方制剂》中含干姜方剂的组方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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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 《中药成方制剂》中含干姜方剂的组方规律。方法：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5）软件，
筛选符合的方剂构建数据库，应用软件集成的数据挖掘方法，对处方中含干姜方剂的主治疾病、证侯、组方配伍等进行分

析，并选取高频药对及高频疾病进行药物组合的深度分析。结果：通过 131 首方剂的分析，得出常用药对 17 个，主治疾病
62 种。干姜在不同药对中功效发挥方向不同，在不同疾病中使用规律各异。结论：含干姜的方剂临床应用广泛，其组方规
律反应出干姜在治疗不同疾病时的药物组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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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ription Rules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Dried Ginger in National Standard for Chinese Patent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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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scription rules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dried ginger in National Standard for Chinese
Patent Drugs.Methods Based on the softwa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Support System （V2.5），the suitable pre-
scriptions were selected to build a database，and the software integrated data min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main diseases，
syndromes and compatibility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dried ginger prescription in the prescription，and high －frequency medicine
pairs and high －frequency diseases were selected for in －depth analysis of drug combination.Resul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131 pre-
scriptions，17 commonly used drug pairs were obtained，and 62 kinds of diseases were mainly treated.The action direction of dried
ginger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rug pairs，and the direction of effectiveness in different diseases is different.Conclusion The prescrip-
tion containing dried ginger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and its Prescription rul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ug combin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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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姜是姜科植物姜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的
干燥根茎，别名白姜、均姜。干姜味辛，性热，

归脾、胃、肾、心、肺经，具有温中散寒、回阳

通脉、温肺化饮的功效，用于脘腹冷痛、呕吐泄

泻、肢冷脉微、寒饮喘咳［1］。干姜药用价值高，

在历代本草 《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经

疏》等均有记载。干姜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药，广

泛用于日常生活和临床用药中。干姜具有多重药

理作用和保健功能，极具研究价值，值得深入开

发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

成方制剂》（以下简称为 《中药成方制剂》收录的

中成药有 4000 多种，其不仅规范了中成药的质量

标准，也代表了中成药在临床应用的主流［2］。本

研究旨在对含有干姜的成方制剂进行数据挖掘分

析，探索其组方规律，为临床医生提供直观的用

药规律，为新药开发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处方筛选　通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5）
从 《中药成方制剂》数据库中筛选出含干姜的 131
首方剂。

1.2　数据分析　通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5）
软件相应功能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应用 “统计报

表”中 “方剂统计”功能，对 “中医疾病”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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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频次”进行统计分析；应用 “数据分析”中

“方剂分析”功能，对组方规律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统计分析
2.1.1　含干姜方剂中医疾病统计　131 首含有干
姜的成方制剂，应用 “频次统计”，分析得出主治

疾病 62 种，使用频率较高 （频率≥5）的有 17 种
疾病，见表 1。含干姜的成方制剂主治疾病为痹
病、腹痛、跌打损伤、腹泻、咳嗽、胃痛等。

表 1　含干姜的成方制剂主治疾病用药规律分析

中医疾病 频次 中医疾病 频次

痹病 30 呕吐 10

腹痛 22 眩晕 10

跌打损伤 20 痛经 9

腹泻 19 腹胀 9

咳嗽 14 不寐 8

胃痛 13 头痛 7

感冒 12 痹 5

月经失调 1 1 痞满 5

喘病 10

2.1.2　含干姜方剂证侯分析　131 首含干姜的成
方制剂中，涉及 57 种证候类型，频次较高 （频次

≥4）的证型 9 种，见表 2。从涉及的证型来看，
干姜主要用于风寒湿凝滞筋骨、伤损筋骨、脾胃

阳虚、气血两虚、风寒袭肺证等。

表 2　含干姜的成方制剂证侯用药规律分析

证候 频次

风寒湿凝滞筋骨证 31

伤损筋骨证 21

脾胃阳虚证 14

气血两虚证 6

风寒袭肺证 6

食积证 5

胃肠寒凝证 4

痰浊蕴肺证 4

风邪袭表证 4

寒凝胞宫证 4

2.1.3　含干姜方剂的常用药物频次分析　131 首
含干姜的成方制剂中，共涉及 431 味中药，其中使
用频次较高 （频次≥25）有 15 味药物。见表 3。
可见，干姜常与当归、川芎类活血化瘀，以及陈

皮、白术类健脾燥湿之品搭配使用。131 首含干姜
的方剂涉及证侯多跟风寒凝滞、脾胃阳虚有关，

和干姜连用的高频次药物多数有温阳化瘀、健脾

和胃的功效。

表 3　含干姜常用药物使用频次

中药名称 频率 中药名称 频率

干姜 131 肉桂 32

甘草 58 茯苓 30

当归 45 防风 29

川芎 39 冰片 28

白芍 39 木香 26

陈皮 36 半夏 26

白术 35 桂枝 25

白芷 34

2.2　基于关联规则组方规律分析
2.2.1　含干姜方剂中核心用药组合分析　应用
“数据分析”模块中 “方剂分析”功能，采用关联

规则的数据挖掘方法，对含干姜方剂进行组方规

律分析，将支持度设置为 20％ （即该数据出现频

次至少占总处方数 20％）得到的常用药物组合 17
组，出现的频次最高的药对是 “干姜 －甘草”，其
次是 “当归 －干姜”，见表 4。由此可以看出，在
《中药成方制剂》中 “干姜”常与甘草、当归、川

芎、白芍、陈皮等配伍使用。当支持度为 25％时，
得到的核心药物组合为 7 组；当支持度继续增加为
30％时，得到的核心药组合为 4 组。由此可见，当
支持度增加后，核心药物组合越凸显。如图 1
所示。

表 4　含干姜方剂常用药对及组合频次

序号 药对及组合 频次

1 干姜，甘草 58

2 干姜，当归 45

3 干姜，川芎 39

4 干姜，白芍 39

5 干姜，陈皮 36

6 干姜，白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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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表 4　含干姜方剂常用药对及组合频次

序号 药对及组合 频次

7 干姜，白芷 34

8 干姜，肉桂 31

9 干姜，茯苓 30

10 干姜，防风 29

1 1 当归，川芎 29

12 干姜，川芎，当归 29

13 干姜，冰片 28

14 白术，甘草 26

15 干姜，半夏 26

16 干姜，木香 26

17 干姜，白术，甘草 26

2.2.2　含干姜方剂核心药物组合深度分析　分析

含干姜常用药物组合之后，进而深入分析表 4 中代
表性药物组合的用药规律。通过纵横比较，得出

干姜常与补血活血药联用，如 “干姜 －当归”，如
图 2 所示；干姜与补气健脾药联用，如 “干姜 －
白术”，如图 3 所示。比较分析各网络图，通过横
向比较可看出，当支持度较低时，该药对药物组

合的用药情况可全面展示出来；当支持度不断增

加后，该药对的核心药物组合也逐渐清晰地展示

出来。通过纵向比较可看出，当支持度较低时，

各药对药物有较多的组合，外围药物有较大差别；

当支持度 50％时，两组药对核心组合都含有 “干

姜”和 “甘草”，这时药物间的共性随即凸显出

来，但是功效发挥的方向却不相同。 《本草纲目》

有言：“干姜，能引血药入血分，气药入气分。”干

姜、甘草与当归同用，温经止痛的作用更强，而干

姜、甘草与白术同用，温阳健脾的作用更明显。

　　　A.支持度 20％　　　　　　　　　　　B.支持度 25％　　　　　　　　　　C.支持度 30％
图 1　含有干姜常用药物组合网络图

　　A.支持度 45％　　　　　　　　　B.支持度 50％　　　　　C.支持度 51％
图 2　含 “干姜－当归”方剂常用药物组合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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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支持度 35％　　　　　　B.支持度 40％　　　　　　　C.支持度 50％
图 3　含 “干姜－白术”方剂常用药物组合网络图

2.2.3　含干姜方剂治疗疾病的用药规律分析　选
取干姜治疗的常见疾病 （痹病和腹痛）进行用药

规律对比分析。治疗痹病 30 首，涉及 235 味中药，
当将支持度设置为 50％ ～57％之间时，干姜常搭
配白芷、当归、川芎等祛风除湿、活血化瘀类药

物，如图 4 所示。治疗腹痛 23 首，涉及 96 味中

药，当将支持度设置为 43％时，可以看出而治疗
腹痛时，干姜搭配甘草、白术、党参等药物，以

甘草干姜汤为底方随证加减，如图 5 所示。通过对
比分析，干姜搭配不同的药物，治疗不同疾病的

使用规律各异。

　　　A.支持度 50％　　　　　　　B.支持度 53％　　　　　　C.支持度 57％
图 4　含干姜方剂治疗痹病常用药物组合网络图

　　　A.支持度 30％　　　　　　　　　　B.支持度 35％　　　　　　　　C.支持度 43％
图 5　含干姜方剂治疗腹痛常用药物组合网络图

3　讨论

干姜作为临床常用的温里药，在我国的应用

历史非常悠久。目前认为 《黄帝内经》是最早记

载姜的药用价值的古籍，《神农本草经》最早记载

了干姜的性味功效： “干姜，味辛，温。主胸满，

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下

利。”首次将干姜和生姜区分用药的是 《名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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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众所周知，仲景喜用干姜，其所著的 《伤寒

杂病论》记载了含干姜的方有 39 首。现代研究［3］

发现，干姜的主要化学成分由挥发油、姜辣素和

二苯基庚烷三类化合物组成，主要的药理作用为

抗炎、解热、镇痛、抑菌作用、增强胃功能、镇

吐等。有研究［4］表明，干姜对心血管系统及消化

系统显著效用。干姜有多重药理活性，基于其温

中散寒、回阳通脉、温肺化饮的功效，近年来多

用于风寒湿痹、风寒水饮、脾胃阳虚类疾病治疗。

本研究表明，干姜的临床应用较广。131 首含
干姜的成方制剂中，涉及 62 种中医疾病，57 种证
候类型。其组成的方剂共涉及 431 味中药，干姜常
与当归、川芎类活血化瘀之品以及陈皮、白术类

健脾燥湿之品搭配使用。涉及证侯多与风寒凝滞、

脾胃阳虚有关，和干姜连用的高频次药物多数有

温阳化瘀、健脾和胃的功效。含干姜方剂的核心

用药组合中 “干姜－甘草”药对出现的频次最高，
这与仲景用干姜时常与甘草联用的理念高度契合，

其目的是为了利用甘草之甘平制干姜之辛热，使

温中祛寒而不耗伤营阴［5］。甘草干姜汤作为仲景

之经方，方简力宏，现在主要用于治疗咳嗽、遗

尿、肺癌、眩晕、胃痛、过敏性鼻炎等方面的疾

病，实验研究［6］证实本方具有明显的扶正、化痰、

抗肿瘤、抗炎、止咳和抗变态反应作用。甘草干

姜汤随证加减用药，其治疗的作用更为广泛，如

加附子为著名的四逆汤，加人参和白术则是理中

汤，加茯苓白术即为甘姜苓术汤。

本研究选取使用频率较高的药物组合进行深

入分析，干姜与补血活血药同用，如 “干姜 －当
归”，见图 2，当支持度为 5 1％时，为生化汤 （组

成：当归、川芎、桃仁、干姜炭、甘草）的底方。

其中当归和川芎可养血活血、行气化瘀；干姜可

温中散寒、回阳通脉，适用于经期小腹冷痛、产

后子宫收缩痛等妇产科多种疾病。干姜与补气健

脾药联用，如 “干姜－白术”见图 3，当支持度为
50％时，恰为理中汤 （组成：干姜、党参、白术、

甘草）的组方，现代多用党参替代原方中的人参。

理中汤方中干姜温中散寒，党参健脾益气，白术

健脾燥湿，甘草健脾补中，调和诸药，治疗脾胃

虚寒、寒湿内盛等消化系统疾病。理中汤以干姜

为君药，不仅能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能治疗

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疾病，其作用发挥主要是由

于干姜走上焦引诸药上行，再配合诸药，故能达

到显著效果［7］。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干姜在

不同药对中功效发挥方向不同。因此，研究干姜

功效发挥方向，能提高配伍规律理论对临床的指

导功能，提高临床疗效，又能控制复方朝预定功

效方向发挥作用［5］。

另外，选取干姜常用疾病 （痹病和腹痛）分

析用药规律。在治疗痹病中，干姜常搭配白芷、

当归、川芎等药物。而治疗腹痛时，干姜搭配甘

草、白术、党参等药物，以甘草干姜汤为底方随

证加减。由此可以看出，干姜搭配不同的药物，

其治疗目的也不相同。由此可见，药物组合的研

究非常重要，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多功效药物

用药规律研究中较为适用。

对于干姜的使用，准确把握疾病脉证的同时，

应结合其药性及配伍特点，处方遣药，可达到事

半功倍之果 ［8］。本研究系统分析了 《中药成方制

剂》中含干姜方剂的组方规律，通过纵横对比，

展示干姜在治疗疾病的搭配特点，为临床医生提

供直观的用药规律，为新药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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