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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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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挖掘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集中识别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
最终可被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过程。阐述了数据挖掘技术一些基本概念以及中医药信息的特点 ,并探讨了数据挖
掘技术在中医药文献研究、药对配伍规律研究、中药谱效关系、药品不良反应评价以及新药开发等领域的应用。采
用数据挖掘等信息处理技术进行知识的获取研究 ,从而带动中医药学术水平的提高 ,是加速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
有效途径。
关键词 :中医药 ;数据挖掘 ;知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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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传统中医药是祖国光辉灿烂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

一 ,中药复方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虽然中医药已有数千

年的临床实践 ,但由于人类认识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

制 ,中药研究水平相对于西药来说 ,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数

据 ,这些庞杂的数据在提供丰富信息的同时 ,也体现出明显

的海量信息特征。如何对众多的中药药资源进行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 ,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

个重要的课题。数据挖掘技术正是为解决“数据丰富但知识

贫乏”的状况而兴起的边缘学科之一 ,在中医药研究领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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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受到重视。

1 　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是指从数据集合中自动抽取隐藏在数据中的

那些有用信息非平凡过程 ,它可帮助决策者分析历史数据及

当前数据 ,并从中发现隐藏的关系和模式 ,进而预测未来可

能发生的行为. 数据挖掘的过程也叫知识发现 (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 KDD)的过程 [1 ] 。

数据挖掘的分析方法可以分为两类 :直接数据挖掘和间

接数据挖掘。直接数据挖掘的目标是利用可用的数据建立

一个模型 ,再用这个模型对剩余的数据进行描述。间接数据

挖掘的目标中还没有选出某一具体的变量 ,用模型进行描

述 ;而是在所有的变量中建立起某种关系。

数据挖掘处理过程共分为 9 个处理阶段 ,这 9 个处理阶

段分别是数据准备、数据选择、数据预处理、数据缩减、KDD

目标确定、挖掘算法确定、数据挖掘、模式解释及知识评价。

数据挖掘常用的方法有统计方法、关联规则、聚类分析、决策

树方法、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和粗糙集等 [2 ] 。

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必将促进中医药的

现代化进程 ,使古老的中医药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中医药信息的特点

2. 1 　数量庞杂 ,形式多样 :由于历史久远 ,中医药著作资源

数量足以用“海量”来形容。仅古代中医药文献 (泛指辛亥革

命前)我国曾发行过近 2 万册中医学文献 ,同时民间还流传

着大量的验方、秘方和中医药诊疗技术等宝贵的医药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中医药业迅速发展 ,出版的中医药图书

品种相当于建国以前刊出的总量 [3 ] 。

在文献的形式上也由过去线装书、口头传授等发展到了

各类纸质书籍、期刊、电子文件、音频视频文件等多种形式。

在文字上 ,不同时代的语言文字在表达和术语使用上也存在

着很大的差别 ,再加上古体字、通假字和避讳字的出现 ,这些

都给信息的表达和处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2. 2 　信息模糊 ,术语不规范 :在中医药研究中 ,无论是对药

物、诊疗过程 ,还是疾病症状的描述都存在着大量的定性描

述和相当多的模糊概念。

在药物的描述上 ,一药多名与异药同名的现象也很普

遍 [4 ] 。如仙鹤草 ,贵州称刀口药 ,湖南称路边鸡 ,江西又称子

不离母 ,而山东则称群兰败毒草 ,辽宁称狼牙草 ,福建称其为

泻痢草等。

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是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 ,

获取有用信息 ,再结合医生的经验 ,对疾病做出诊断。症状

的模糊性不仅表现在获得信息的形式多样 ,还表现在中医症

状存在着一症多名和多症一名的现象。这种模糊性模式加

大了中医药数据挖掘的难度。

2. 3 　中药成分复杂 ,物质基础不明确 :中药是一个高度复杂

的化学物质体系 ,其复杂性不仅表现在组成方剂的化学成分

的复杂性 ,也体现在方剂与人体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中药是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的复杂系统。中药的复杂性 [5 ] 主要

表现在 3 个方面 : (1) 中药方剂的多样性 ; (2) 中药质量的差

异性 ; (3)临床用药的灵活性。

尽管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药临床有效 ,但中药发

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以及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并不明确。

3 　数据挖掘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

现代中医药信息资源数量激增 ,但其庞杂而又无序的状

况与专业技术人员对信息需求的专指性之间形成了严重的

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各种信息进行

加工处理 ,建立中医药信息资源数据库。而将数据挖掘技术

引入中医药现代化研究 ,正是计算机技术运用于中医药现代

化研究的又一新尝试。近年来 ,中药复方研究是国内外学者

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论著也颇多 ,也取得了

一定成绩。

3. 1 　中医药信息化和中医药文献研究 :对中医药理论和实

践进行信息化、数字化、知识化能够克服中医名词术语过于

繁杂造成的中医发展障碍 ,对于中医药信息进行文本数据挖

掘是促进中医药信息结构化的途径之一。该问题的解决 ,将

会克服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 ,极大地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

的进程 [6 ] 。

3. 2 　药对配伍规律研究 :数据挖掘技术在方剂配伍规律上

的研究大概有 3 种模式 [7 ] :以分类为主的数据挖掘研究、以

聚类为主的数据挖掘研究和以关联为主的数据挖掘研究。

在以分类为主的研究模式中 ,其常用的分类方法主要

有 :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等。分类器的构造方法有统计方

法、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等。这种研究模式是通过

参考现行已知的方剂分类标准 ,将研究对象中的方剂按照组

方药物的功效、性味或归经等分成若干类 [8 ] 。

以聚类为主的数据挖掘研究是根据药物本身潜在的特

性 ,通过聚类把一个数据集合中的个体按照相似性归成若干

类别 ,使其“物以类聚”,将数据库中的记录划分为一系列有意

义的子集 ,然后结合领域知识对方剂的制方要素进行分析[9 ] 。

以关联为主的研究模式是数据挖掘的一种常用方式 ,也

是分析中医药复方中隐含的关联规则的一项必要的研究工

作[10 ] 。由于专家对病、证在认识上的差异、用药习惯的不同 ,

以及辨证论治的特点 ,使得在治疗药物的选择及配伍方面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关联规则用于方剂配伍研究主要功能

是探寻核心药群 ,寻找药物之间的相互联系[11 ]和整体用药规

律。这样能够在宏观层次上认识中药复方配伍的特点。

3. 3 　中药指纹图谱及中药谱效关系的研究 :中药指纹图谱

技术根据其采集手段的不同 ,可分为物理图谱、化学图谱及

物理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图谱等多维多息图谱。由于中药指

纹图谱具有专属性、可量化性、稳定性、重现性和再现性、有

效性、完整性和细节处理的模糊性等特点 ,中药指纹图谱分

析在中药材真伪鉴别、质量评价等方面已取得了大量成果 ,

也为谱效关系的数据挖掘打下了基础。

数据挖掘技术是发现和解析中药指纹图谱潜在信息的

有力工具 ,通过对中药指纹图谱进行数据挖掘可以从中提取

隐含的及具有潜在应用价值、最终可理解的信息的过程 [12 ] 。

其中比较典型的解析方法有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等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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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谱效关系是 2001 年由中医药界研究者提出的全新

的 ,处于学术前沿的中药现代化研究思路。谱效关系研究是

以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为基础 ,同时又比指纹图谱更深入一层

的科学研究方向 [14 ] 。中药指纹图谱中变量参数包括顺序变

量、数值变量和名义变量。谱效关系研究将标示物质群特征

峰的中药指纹图谱与药效结果相对应起来 ,将中药指纹图谱

中各种变量的变化与中药药效指标变量结果联系起来 ,并进

行变量之间的模式聚类 ,从而全面、系统地揭示中药已知和

未知药理作用的物质成分 ,为中药质控、分类和成药处方解

析与优化、寻找新的药源植物与药物设计等提供借鉴 [15 ,16 ] 。

3. 4 　药品不良反应评价 :目前 ,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

逐年递增 ,但缺少对其科学、深入的分析与评价。药品不良

反应是指药品在预防、诊断、治病或调节生理功能的正常用

法、用量下 ,出现的有害的和意料之外的反应。药品不良反

应评价是药品上市后再评价的最重要内容 ,是正确、全面认

识药品安全性的重要手段。数据挖掘技术在不良反应研究

领域的应用具有广阔的空间 ,数据挖掘技术使不良反应信息

分析与筛选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许多方法如贝叶斯网

络、决策树算法和 Apriori 算法等均可作为深入研究药品不

良反应数据库信息的有力工具。

但目前 ,数据挖掘方法主要应用于不良反应信号的发现与

筛选 ,其在不良反应发生规律方面的应用研究尚报道不多[17] 。

3. 5 　开发新药 :中药经过中国历代医药学家的医疗实践 ,具

有明确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 ,从中寻找新的活性成分或先

导化合物是开发创新天然药物的有效途径。数据挖掘技术

有助于增加在寻找新药过程中的主动性、避免盲目性 ,真正

做到有的放矢 [18 ]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数百种、数千种药

用植物中进行挖掘 ,可能对新药开发具有指导、启发作用。

4 　结语

采用合理的数据挖掘模型及算法 ,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医

药信息化进程 ,具有深远意义。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 ,还是在

实际应用领域中 ,该领域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有

着广阔的研究与应用前景。当然 ,同其他任何一种研究方法

一样 ,数据挖掘不是万能的。数据挖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受

数据库质量等多种因素影响 ,其研究结果也要在相关领域专

家的指导下进行解释与评估 ,并需要在实践中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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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研究进展

狄建彬1 ,2 ,顾振纶1 ,2 3 ,赵笑东3 ,钱培刚1 ,2 ,蒋小岗1 ,2 ,郭次仪4
①

(11 苏州大学医学部 药理学系 ,江苏 苏州 　215007 ; 21 苏州中药研究所 ,江苏 苏州 　215007

31 苏州市中医医院 ,江苏 苏州 　215003 ;41 香港保健协会 ,香港)

摘 　要 :姜黄素 (curcumin)是从姜科姜黄属植物姜黄、郁金、莪术的干燥根茎中提取的一种天然有效成分 ,药理作用
广泛 ,毒性低 ,耐受性好 ,由于其经济价值 ,已成为开发热点。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体众多疾病的形成与自由基的
形成、炎症反应的参与有关 ,姜黄素的多种药理活性与其抗氧化、抗炎作用有关。姜黄素的抗氧化活性和抗炎作用
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就近年来姜黄素在抗氧化、抗炎两方面的有关研究予以综述。
关键词 :姜黄素 ;抗氧化 ;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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