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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与循证医学· 

基于古今方剂数据挖掘的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特点及外延分析1 

任海琴，孔祥鹏，王颖莉* 

山西中医药大学中药与食品工程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摘  要：目的  基于中医药方剂数据库，对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方剂数据进行挖掘，研究酸枣仁-远志药对的配伍特点及应

用规律，为其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提供指导。方法  检索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方剂数据，对方剂功效，酸枣仁、远志炮制

品种、剂量、配比等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SPSS Modeler、Cytoscape 将酸枣仁、远志炮制品种、剂量及配比与功效分别进行

网络关联分析。结果  共检索得到 484 首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方剂，涉及 336 味中药。目标方剂主要涉及安神、补益等 18

种功效。酸枣仁包含生、炒、去油 3 种炮制品，炒酸枣仁使用频次最多，且与安神、补益、化痰、益智等功效呈强关联；远

志包含远志肉、制远志等 15 种炮制品，其中远志肉、制远志使用频次较高，且与安神、补益呈现强关联。酸枣仁剂量主要

分布于 3～5 g、6～10 g、15～35 g 剂量段，且与安神、补益等呈现强关联；远志在＜3 g、3～5 g、6～10 g、12～35 g 剂量

段呈正态性分布趋势，且主要分布于 3～5 g，与安神呈现强关联。酸枣仁-远志配比以≥1 为主，且以配比 1∶1、2∶1 多见，

与安神、补益呈现强关联，此外，配比 1∶1 与益智、化痰亦呈现强关联。与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使用较多的药物主要包括

人参、当归、茯神、地黄等 42 味，与其配伍形成高频角药。结论  通过对酸枣仁-远志药对及其与功效间的关系进行挖掘分

析，揭示了酸枣仁-远志用药模式及其配伍特点，阐明了其临床应用规律，为该药对临床应用及深入研究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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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epitaxy analysis of Ziziphi Spinosae Semen-

Polygalae Radix herb pair based on data mining of ancient and modern TCM 

prescriptions 

REN Hai-qin, KONG Xiang-peng, WANG Ying-li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 & Food Engineer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mpatible characteristics of Suanzaoren (Ziziphi Spinosae Semen, ZSS)-Yuanzhi (Polygalae Radix, 

PR) herb pair by data mining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escription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CM. Methods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the ZSS-PR herb pair were retrieved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processed products, dosage and proportion of ZSS and PR. SPSS Modeler and Cytoscape were used to carry out network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processed products, dosages, proportion and efficacy of ZSS and PR. Results  A total of 484 TCM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ZSS and PR were obtained, involving 336 TCMs. The target prescriptions mainly involved 18 effects such as sedative and 

tonifying effects. ZSS included three processed products: crude, baked and deoiled. The baked ZSS was used most frequently and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dative and tonifying, phlegm dissipating, and benefiting intelligence effects. Similarly, PR included 15 kinds of 

products, among which PR without wooden heart and proceeded PR were used most frequently and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dative 

and tonifying effects. The dose of ZSS was distributed in 3—5 g, 6—10 g, and 15—35 g and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dative and 

tonifying effects. The dose of PR was distributed in < 3 g, 3—5 g, 6—10 g, and 12—35 g, among which 3—5 g was the primary dose 

frequency and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dative and tonifying effects. The proportion of ZSS and PR was mainly ≥ 1, and 1∶1 or 2∶

1 was more common, which was strongly related to sedative and tonifying effects. In addition, the proportion of 1∶1 was also stro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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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benefiting intelligence and resolving phlegm effects. There are 42 high-frequency compatible TCMs with ZSS-PR herb pairs, 

such as Renshen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Danggui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Fushen (Poria cum Radix Pini), Dihuang (Rehmanniae 

Radix), etc., which form a high-frequency horn drug. Conclusio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ZSS-PR herb pair and their 

efficacy, the pattern of med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ZSS and PR were revealed, and the rule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were 

clarified, with view to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he clinical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ZSS-PR herb pair.  

Key words: Ziziphi Spinosae Semen (ZSS); Polygalae Radix (PR); herb pair; data mining;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epitaxy 

analysis 

 

药对是指常用的相对固定的 2 味中药的配伍组

合。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单味中药往往不直接使用，

而是根据临床需要与其他药味配伍，以药对形式应

用于中药复方，进而发挥协同效应[1]。因此，药对是

中药复方所含规律性特征与辨证施治的内涵体现[2]。

研究药对的配伍特征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医遣药

组方的规律，同时对现代中医临床实践亦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酸枣仁-远志（Ziziphi Spinosae Semen-Polygalae 

Radix，ZSS-PR）是经典的中医安神药对，酸枣仁具

有养心补肝、宁心安神之功，对心血不足、肝血亏

虚等所致失眠具有较好临床疗效；远志具有安神益

智、交通心肾之功，对心肾不交所致失眠、健忘惊

悸、神志恍惚等具有较好疗效[3-5]。临床上二者常配

伍用于心肝血虚、心肾不交所致失眠、焦虑及认知

类疾病的治疗，疗效确切[6-7]。然而，关于酸枣仁-远

志药对配伍的研究亦存在较多问题，如酸枣仁、远

志均存在不同炮制品种，且使用特点尚不清晰；酸

枣仁、远志均存在不同的使用剂量，临床应用中二

者剂量如何选择、配比如何确定亦不清晰。 

本研究通过对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古今方剂

数据进行挖掘，分析酸枣仁、远志药味炮制品种、

剂量、配比及功效应用等配伍特点，探讨酸枣仁-远

志药对配伍的内涵及外延，为其进一步临床合理使

用及药物开发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筛选 

以“酸枣仁”（或“枣仁”“生枣仁”“炒酸枣

仁”）及“远志”（或“制远志”“远志肉”“生远志”

“制远志肉”等）为检索项，收集来源于《中医方

剂大辞典》《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及《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一部中的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中药方剂

或中成药处方，剔除异名同药方剂及外用药方。 

1.2  中药名称的规范 

参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中药学》第

9 版教材，并结合《中药大辞典》及《中华本草》中

药来源及名称，对上述中药方剂或中成药处方中与

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的中药名称进行规范和统一，

如针对一药多名，将“麦冬、寸冬”统一为“麦冬”；

针对“仙灵脾”“葳蕤”等常见别名，统一为“淫羊

藿”“玉竹”等正名。此外，为便于统计分析，将“生

地黄、熟地黄”等来源相同、炮制不同的品种统一

为地黄等，亦将“川贝母、浙贝母”等功效相同或

相近的品种统一为贝母。 

1.3  方剂功效归纳 

参考《中药学》和《方剂学》教材中的功效分

类标准，并结合《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和《中

医临床诊疗术语》，采用关键词映射法分析和归纳所

收集的方剂对疾病的功效，如功效应用中含有“养

心、清神、防烦”等词语或涵义，或主治中含有“失

眠、惊悸、怔忡”等词语或涵义，归纳为“安神”；

功效应用中含有“益气、养血、滋阴”等词语或涵

义，或主治中含有“气血不足、亏虚、肝肾不足”

等虚症描述，归纳为“补益”。类似地，对益智、化

痰、清热等其他功效进行归纳。 

1.4  剂量与配比 

将方剂中酸枣仁、远志的剂量单位按照《国务院

批转国家标准计量局等单位关于改革中医处方用药

计量单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进行换算[8]，即 1 斤＝

16 两＝0.5 kg＝500 g、1 市两＝10 钱＝31.25 g、1

钱＝10 市分＝3.125 g、1 分＝10 市厘＝0.312 5 g，1

市厘＝0.031 25 g。此外，方剂中酸枣仁、远志剂量描

述为等分、适量、少许或缺失时，则不纳入剂量统计，

仅纳入剂量为等分时的酸枣仁、远志剂量配比。 

1.5  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参照《中医方剂大辞典》，将收集、筛选得到的

含酸枣仁-远志药对方剂相关信息建立标准化数据

库，并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IBM SPSS Modeler18.0

绘制酸枣仁与远志炮制品、剂量、配比等与方剂功

效关联网络图及药物组合网络图，设置弱连接上限

15，强连接下限 35。基于 Apriori 算法关联规则分

析，获得与酸枣仁-远志配伍的高频药物组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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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方规律探究。运用 Cytoscape 3.6.0 构建酸枣仁-

远志药对-高频配伍中药-经典方剂-功效关联网络

图，依据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DC）、支持

度（combined score）等筛选主要中药；运用 WPS 

Office Excel 2021 进行频数统计；利用 IBM SPSS 

Modeler 18.0 的 Apriori 算法，设置支持度≥15%、

置信度＝100%、最大前项数为 5，挖掘主要中药间

的关联规则。 

2  结果 

2.1  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源流考证 

2.1.1  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源流考证  酸枣仁、远

志是中医常用安神中药，自唐代开始有酸枣仁药用

部位的描述（《新修本草》[9]），并存在“补中益气”

“疗烦心不得眠”等功效衍变（宋《开宝本草》[10]）

及生熟异用的区别（宋《本草图经》[11]）。通过对中

医药古籍进一步检索，发现酸枣仁、远志作为药对配

伍使用依据充分。《目经大成》[12]中七福饮方解记载：

“枣仁、远志宁心而交肾，心肾交，少阴治矣”，明确

了酸枣仁、远志配伍宁心安神、交通心肾的功用。《类

证治裁》[13]在清离滋坎丸方解中有“怔忡加远志、

枣仁”的论述，进一步说明了酸枣仁、远志可作为

药对来治怔忡。《冯氏锦囊秘录》[14]在归脾汤方解中

记载：“凡治血症，前后调理，须按三经用药，以心

主血，脾统血，肝藏血，而归脾汤一方，三经之主

剂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与现代《方剂心

得十讲-焦树德》[15]关于归脾汤“配枣仁、远志以调

肝而助心（肝为心之母）”的论述一致。 

2.1.2  含酸枣仁-远志药对方剂信息数据统计  通

过中医药方剂数据库收集含酸枣仁、远志的方剂，

共得到符合纳入标准的方剂 484 首，目标方剂药味

数分布主要集中于 20 味以下，以 7～17 味较为常

见，且以 9～12 味频数较高，与常用中医药方剂味

数相当。进一步对目标方剂朝代、出处等信息进行

梳理，主要分布于唐至近现代不同时期：唐（4 首）、

宋（85 首）、金元（10 首）、明（142 首）、清（180

首）、近现代（63 首），其出处囊括方书 168 本，代

表性方剂见表 1。结果可知，酸枣仁、远志在上述

医籍中多有配伍治疗失眠、健忘、心悸怔忡等疾病

记载，与二者宁心安神的功效相吻合。 

2.1.3  含酸枣仁-远志药对方剂功效统计  对 484

首方剂功效频数进行统计，见表 2。结果显示，目

标方剂共涉及 18 种功效，总计应用 994 次。其中，

安神、补益应用频数最多（频数＞200），占比

63.6%，显著高于其他功效。清热、收涩、理气等

功效应用亦较多（频数介于 30～60）。而温里、散

结、消积、止痛、平肝息风及活血化瘀等功效应用

较少（频数＜10）。该结果与酸枣仁、远志的功效、

主治及应用相符。 

2.2  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特点分析 

2.2.1  酸枣仁、远志炮制品频数分布及与功效关系  

对目标方剂中酸枣仁、远志炮制品种进行统计，见

表 3。如表 3 所示，酸枣仁共涉及 3 种炮制品，其

中炒酸枣仁频数最高（52.2%），显著高于生酸枣仁

及酸枣仁（去油）。远志共涉及 15 种炮制品，其中

远志肉及其相关炮制品频数最高（45.6%），显著高

于其他品种。 

运用 SPSS Modeler 软件分别建立酸枣仁、远志

炮制品与方剂功效网络图，见图 1、2。由图 1 可知，

酸枣仁项包含酸枣仁（未指定炮制品种）、生酸枣仁、

炒酸枣仁、酸枣仁（去油），其中酸枣仁与安神、补

益功效呈现强关联（连接数分别为 114、92），与益

智、化痰、清热功效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接数依

次为 24、19、17）。炒酸枣仁性转温补，养心安神功

效增强，兼补益心脾[16]，与安神、补益、化痰、益

智功效关联（连接数依次为 177、162、43、41）强

于酸枣仁；同时与清热、收涩、理气功效呈现中等

强度关联（连接数依次为 29、20、15）。 

远志生用具有“戟人咽喉、令人烦闷”不良反

应[17]，由炮制沿革可知，远志炮制方法主要包括去

心、炒制、甘草制等，但多起到降低远志燥性、缓

和其药性的作用[18]。由图 2 可知，远志炮制品主要

包括远志肉、制远志、制远志肉、炒远志、炒远志

肉、制远志肉-甘草制等。其中远志与安神、补益功

效呈现强关联（连接数分别为 123、104），与益智、

化痰、理气、清热功效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接数

分别为 28、25、17、16）。远志肉与安神、补益功效

呈现强关联（连接数分别为 111、81），与益智、化

痰、清热功效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接数分别为 27、

25、23）。此外，制远志肉-甘草制、制远志与补益、

安神功效亦呈现中等强度关联（制远志肉-甘草制与

补益、安神功效连接数分别为 27、26；制远志与补

益、安神功效连接数分别为 20、18）。 

2.2.2  酸枣仁、远志剂量分布及与功效关系  以目

标方剂中汤剂、饮剂为研究对象，对其中酸枣仁、

远志的剂量进行统计，见表 4。酸枣仁包含 6 种剂

量范围，以 3～5 g 频数最高（36.9%），其次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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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历代医籍收载含酸枣仁-远志药对代表方剂 

Table 1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ZSS-PR herb pair in medical literatures of different dynasties 

方剂 出处 功效主治 

半夏千里流水汤 唐《备急千金药方》 胆腑实热，精神不守，腹中气满，饮食不下，咽干头重，洒洒恶寒，两胁胀痛 

宁志丸 宋《仁斋直指方》 心虚血少，惊悸怔忡，癫痫，神志不宁，心虚多梦，烦躁盗汗 

大补心丹 宋《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狂证，因忧愁思虑过多，而致神志不宁，魂魄失守；兼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

羸瘦困乏 

酸枣仁甘草汤 宋《圣济总录》 伤寒后劳损，烦躁不得眠 

十四友丸 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怔忪昏愦，神志不宁，睡卧不安 

茯神散 宋《太平圣惠方》 胆虚不得睡，神思不宁；心神恍惚，健忘或怔忡者 

小定志丸 宋《魏氏家藏方》 婴孩禀赋不足，心神睡卧不宁，夜啼 

远志饮子 宋《严氏济生方》 心劳虚寒，惊悸恍惚，多忘不安，梦寐惊魇 

养心丸 宋《杨氏家藏方》 忧愁思虑过多，苦劳心神，恍惚健忘，睡卧不宁 

菖蒲丹 宋《幼幼新书》 数岁不能语 

安魂汤 明《丹台玉案》 客忤 

安神补心汤 明《古今医鉴》 怔忡惊悸 

养心汤 明《济阳纲目》 心血虚少，神气不安，令人惊悸怔忡 

七福饮 明《景岳全书》 气血虚亏，心神不安；气血俱虚，心脾为甚者；大恐大惧，损伤心脾肾气，神

消精竭，饮食减少；心血虚而惊悸者 

半夏汤 明《普济方》 虚劳，闷不得眠 

加味定志丸 明《寿世保元》 心气不足，恍惚多忘，或劳心胆冷，夜卧不睡 

辰砂宁志丸 明《万病回春》 劳神过度，致伤心血，惊悸怔忡，梦寐不宁 

强记汤 清《辨证录》 健忘；因年老肾水竭，心血涸，致近事多不记忆，虽人述其前事，犹若茫然 

宁心膏 清《何氏济生论》 通宵不寐者 

心肾交补丸 清《罗氏会约医镜》 心肾两虚，神志恍惚，梦遗膝软，夜卧不宁 

宁神安卧丸 清《石室秘录》 卧不安枕 

枣仁汤 清《嵩崖尊生》 虚弱怔仲，卧不安 

养血宁心汤 清《医部全录》 惊悸，怔忡，健忘 

天竺丸 清《医部全录》 小儿痫证，或惊风不止 

柏子养心汤 清《叶氏女科》 妊娠子烦，左寸脉微弱者 

安神散 清《医略六书》 产后恍惚心乱，脉虚微数 

定惊四物汤 清《医略六书》 产后多惊，脉虚微涩者 

安卧如神汤 清《杂病源流犀烛》 通宵不寐 

表 2  含酸枣仁-远志药对方剂的功效频数统计 

Table 2  Efficacy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ZSS-PR herb pair 

方剂功效 频数 占比/% 方剂功效 频数 占比/% 方剂功效 频数 占比/% 

安神 333 33.5 理气 34 3.4 温里 6 0.6 

补益 299 30.1 治风 20 2.0 散结 5 0.5 

化痰  77  7.7 开窍 15 1.5 消积 2 0.2 

益智  73  7.3 祛湿 13 1.3 止痛 1 0.1 

清热  54  5.4 和解 12 1.2 平肝息风 1 0.1 

收涩  36  3.6 理血 12 1.2 活血化瘀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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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酸枣仁、远志炮制品频数统计 

Table 3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proceeded products of ZSS and PR 

品种 炮制作用 频数 占比% 品种 炮制作用 频数 占比% 

生酸枣仁 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 23 4.7 制远志-蜜制 降低远志不良反应，增强镇咳、祛痰功效 1 0.2 

炒酸枣仁 炮制后性转温补，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功效

增强，兼能补益心脾 

253 52.2 远志肉 

炒远志肉 

降低“令人烦闷”不良反应 

降低“戟人咽喉、令人烦闷”不良反应 

149 

10 

30.8 

2.1 

酸枣仁  208 42.9 制远志肉-甘草制 同甘草制远志 43 8.9 

酸枣仁（去油） 炮制作用不详 1 0.2 制远志肉-姜汁制 同甘草制远志 6 1.2 

生远志 安神益智，交通心肾，祛痰，消肿 1 0.2 制远志肉-酒制 降低远志不良反应，兼能补心肾虚，治 5 1.0 

远志  217 44.8  怔忪昏聩、神志不宁   

炒远志 降低“戟人咽喉”不良反应 7 1.4 制远志肉 同制远志 5 1.0 

制远志 

制远志-甘草制 

缓和燥性，消除麻味，突出安神益智功效 

减轻或消除远志不良反应，兼能补脾益气， 

25 

7 

5.2 

1.4 

制远志肉-甘草、

姜汁制 

同制远志 1 0.2 

 

制远志-姜制 

治心肾不足、健忘及上盛下虚 

降低远志不良反应，佐辛以开窍，治忧思郁 

 

5 

 

1 

制远志肉-黑豆、

甘草制 

同制远志 1 0.2 

 结生涎，心中怀悸   制远志肉-米泔水制 降低远志燥性，缓和药性 1 0.2 

 

图 1  酸枣仁炮制品与功效的关联网络图 

Fig. 1  Network diagram between proceeded products of 

ZSS and efficacy of ZSS-PR herb pair 

 

图 2  远志炮制品与功效关联网络图 

Fig. 2  Network diagram between proceeded products of PR 

and efficacy of ZSS-PR herb pair 

表 4  酸枣仁、远志剂量频数统计 

Table 4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ZSS and PR dosage 

酸枣仁剂量范围/g 频数 占比/% 远志剂量范围/g 频数 占比/% 

＜3 18 11.5 ＜3 51 32.1 

3～5 58 36.9 3～5 64 40.3 

6～10 35 22.3 6～10 19 11.9 

15～35 33 21.0 12～35 16 10.1 

36～50  3  1.9 ＞35  9  5.7 

＞50 10  6.4    

理气 

活血化瘀 

消积 

炒酸枣仁 

散结 

止痛 

平肝息风 

清热 

化痰 

温里 

治风 

祛湿 

益智 
生酸枣仁 理血 

收涩 
开窍 

安神 

和解 

酸枣仁 

补益 

理气 

收涩 

散结 

炒远志 

和解 

安神 

清热 

制远志 

温里 

开窍 

补益 

益智 
炒远志肉 

理血 

祛湿 

化痰 制远志肉-酒制 

制远志肉-甘草制 

制远志肉-姜汁制 

制远志肉 

制远志-甘草制 

远志肉 

远志 

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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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22.3%）；远志包含 5 种剂量范围，以 3～5 g

频数最高（40.3%），其次是＜3 g（32.1%）。 

分别建立酸枣仁、远志剂量范围与方剂功效网

络图，结果见图 3、4。如图 3 所示，酸枣仁 3～5 g

与安神呈现强关联（连接数为 46），与补益呈现中等

强度关联（连接数为 29）。酸枣仁 6～10 g、15～35 

g 与安神、补益呈现中等强度关联（其中酸枣仁 6～

10 g 与安神、补益连接数分别为 23、20；酸枣仁 15～

35 g 与安神、补益连接数分别为 19、18）。此外，酸

枣仁＜3 g 与安神亦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接数为

17）。如图 4 所示，远志 3～5 g 与安神呈现强关联

（连接数为 47），与补益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接数

为 28）。远志＜3 g 与安神呈现强关联（连接数为 40），

与补益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接数为 32）。 

 

图 3  酸枣仁剂量范围与功效关联网络图 

Fig. 3  Network diagram between dosage of ZSS and 

efficacy of ZSS-PR herb pair 

上述结果表明，酸枣仁用量多集中于 3～5 g、

6～10 g、15～35 g（图 3），与安神、补益等功效均

呈现较强相关性。提示随酸枣仁剂量增加，补益作

用增强，其安神功效亦进一步增强。远志用量在＜

3 g、3～5 g、6～10 g、12～35 g 剂量段均有分布（图

4），与安神功效均呈现较好相关性，与补益、益智、

化痰、清热功效亦有一定相关性。远志剂量与应用

频率呈现先升后降的类正态性分布趋势，且在 3～5 

g 剂量范围使用居多。提示 3～10 g 为远志临床常

用剂量。 

2.2.3  酸枣仁、远志配比分布及与功效关系  对目

标方剂中酸枣仁、远志用量配比进行统计，见表 5。 

 

图 4  远志剂量范围与功效关联网络图 

Fig. 4  Network diagram between dosage of PR and efficacy 

of ZSS-PR herb pair 

酸枣仁-远志药对共涉及 43 种配比，以配比≥1 为

主，其中 1∶1 频数最高（47.6%），其次是 2∶1

（13.9%）。在此基础上，将酸枣仁-远志药对配比与

方剂功效进行关联分析，并建立关联网络图，见图

5。药对配比 1∶1 与安神、补益、化痰、益智功效

呈现强关联（连接数分别为 148、117、39、39），与

清热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接数为 25）。药对配比

2∶1 与安神、补益呈现强关联（连接数分别为 43、

42）。药对配比 1∶2 与安神呈现中等强度关联（连

接数为 16）。综上，酸枣仁-远志药对配比与方剂功

效呈现相关性，配比≥1 为二者主要配比趋势；配

比为 1∶1、2∶1 时，目标方剂均具有较强的安神、

补益药效，且当配比为 1∶1 时，目标方剂亦具有较

强的益智、化痰、清热等功效。根据临床实际，可

适当增加酸枣仁剂量以增强其安神、补益疗效。 

2.3  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外延分析 

2.3.1  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角药配伍分析  将呈

现强关联的角药进行展示，见表 6；运用 Cytoscape

软件建立配伍网络图，见图 6。由表 6 和图 6 结果

可知，酸枣仁-远志药对与人参、当归、茯神、地黄、

甘草、茯苓、麦冬等中药呈现强关联（连接数见表

6），且以人参、当归、茯神、地黄、甘草及茯苓与

酸枣仁-远志药对关联最强（连接数均＞200），此类

中药与酸枣仁-远志的配伍组合可作为潜在高频角

药。此外，酸枣仁-远志药对亦与枳实（壳）、党参、

砂仁、龙眼肉等中药呈现中等强度关联，根据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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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酸枣仁-远志药对配比频数统计 

Table 5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compatibility ratio of ZSS-PR herb pair 

酸枣仁-远志配比 频数 占比/% 酸枣仁-远志配比 频数 占比/% 酸枣仁-远志配比 频数 占比/% 

  1∶1 209 47.6 1.43∶1 3 0.7 1∶10 1 0.2 

  2∶1  61 13.9      1∶1.33 3 0.7  1∶135 1 0.2 

  1∶2  20  4.6 3.33∶1 3 0.7 1∶20 1 0.2 

 1.5∶1  16  3.6 3.75∶1 3 0.7 1∶33 1 0.2 

 2.5∶1  14  3.2     1∶1.2 2 0.5 1∶5 1 0.2 

1.25∶1  12  2.7     1∶1.4 2 0.5 1∶50 1 0.2 

  3∶1  12  2.7       1∶16.67 2 0.5 1∶6 1 0.2 

1.67∶1   9  2.1     1∶2.5 2 0.5 16∶1 1 0.2 

  5∶1   9  2.1 200∶1 2 0.5 2∶3 1 0.2 

1.33∶1   8  1.8 6.25∶1 2 0.5 30∶1 1 0.2 

 10∶1   6  1.4   8∶1 2 0.5 400∶1 1 0.2 

     1∶1.25   5  1.1  1.2∶1 1 0.2 6.67∶1 1 0.2 

    1∶1.5   5  1.1 1.625∶1 1 0.2 6∶1 1 0.2 

 33∶1   5  1.1 1.86∶1 1 0.2    

  4∶1   5  1.1 1.875∶1 1 0.2    

 

图 5  酸枣仁-远志药对剂量配比与功效关联网络图 

Fig. 5  Network diagram between efficacy and compatibility 

ratio of ZSS-PR herb pair 

需要进行配伍组方，用治不同类型疾病。 

2.3.2  基于 Apriori 算法对酸枣仁-远志药对与其他

药物的关联规则分析  基于 SPSS Modeler Apriori

算法建模，探究目标方剂药味配伍规律，固定后项

为酸枣仁-远志，并设置最低支持度 15%、最低置信

度 100%、最大前项数 5 等条件挖掘潜在中药组合。

由表 7 结果可知，共获得药物组合 86 项，其中与单

味药组合 20 项，与 2 味药组合 45 项，与 3 味药组

合 21 项。从支持度值大小可看出酸枣仁-远志药对

与配伍药物间的关联强弱程度。其中，与该药对关

联较强的药物有人参、当归、茯神、地黄、甘草、

茯苓、麦冬等，为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组方提供重

要参考。 

2.3.3  酸枣仁-远志药对高频配伍组合与经典方剂

功效关联分析  筛选与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频次

较高的人参、当归、茯神、地黄等共 15 味中药；根

据高频配伍组合应用情况，筛选得到应用频次较高

的方剂共 36 首；按照方剂功效应用次数，筛选应用

频次较高的功效。运用 Cytoscape 绘制酸枣仁-远志

药对-高频配伍中药-方剂-功效关联网络图，结果见

图 7。酸枣仁-远志与人参、黄芪、白术等益气健脾

类中药配伍可奏补益心脾、宁心安神之效，如归脾

汤；与地黄、当归、麦冬等滋阴养血类中药配伍，

可治疗阴虚血少所致神志不安、心悸怔忡等，如天

王补心丹；与朱砂、菖蒲等安神开窍类中药配伍，

可治心火亢盛所致心神不宁之症，如朱砂安神丸、

菖蒲丹；与茯苓、茯神等利湿健脾类中药配伍，用

于脾虚湿盛或心脾两虚所致心神失常等症的治疗，

如安神定志丸。 

3  讨论 

酸枣仁、远志是中医常用安神中药，酸枣仁养

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远志安神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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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与酸枣仁-远志药对配伍呈现强关联的角药统计 

Table 6  Statistics of horn herbs strongly related to compatibility of ZSS-PR herb pair 

角药 连接数 角药 连接数 角药 连接数 

人参 303 山药 90 木香 45 

当归 292 川芎 88 琥珀 43 

茯神 266 陈皮 80 乌头 42 

地黄 260 半夏 79 巴戟天 42 

甘草 249 黄连 73 防风 41 

茯苓 204 肉桂 73 丹参 40 

麦冬 192 天冬 65 肉苁蓉 40 

白术 152 山茱萸 58 鹿角/茸 40 

菖蒲 143 枸杞 56 玄参 39 

黄芪 130 南星 53 桔梗 39 

柏子仁 129 牛膝 51 龙骨 38 

五味子 124 杜仲 50 黄芩 36 

白芍 120 菟丝子 49 牡丹皮 35 

朱砂 115 莲 48 龙齿 35 

 

图 6  酸枣仁-远志药对与角药配伍关联网络图 

Fig. 6  Network diagram between ZSS-PR herb pair and 

other high frequency commonly used horn herbs 

祛痰开窍，二者配伍具有较强的补益、安神功效，

且兼具益智、清热、化痰、收涩、理气、开窍之功。

然而，关于二者配伍的研究较少，如二者炮制品种、

使用剂量、配比等关键问题尚不清晰，难以有效指

导其临床实践。本研究采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对

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古今方剂数据进行统计，探究

酸枣仁-远志药对的配伍特点。结果表明，含酸枣

仁-远志药对的方剂通常以补益、安神为主，兼具有

益智、化痰、清热、收涩、理气等功效，与酸枣仁

养心益肝、宁心安神，远志安神益智、祛痰开窍功

效相契合。由酸枣仁本草及炮制沿革分析可知，炒

酸枣仁是酸枣仁主要炮制品种，根据“逢子必炒”

的中药炮制原则[19-20]，酸枣仁炮制后更能发挥其安

神、补益、益智等功效，本研究目标方剂中酸枣仁

以炒为主，与之相吻合。远志炮制品挖掘结果表明，

远志肉、制远志为主要炮制品种，其次是甘草制、

姜汁制等，其炮制目的主要是降低或消除远志不良

反应，增强其安神益智、祛痰开窍等功效。由炮制

沿革可知，去心是远志主流炮制方法，尚有根据临

床需要而加入不同辅料炮制而成的甘草制、姜汁制、

酒制远志，且目前多以甘草制远志为主[18,21]。酸枣

仁用量在 3～5 g、6～10 g、15～35 g 等剂量范围均

有分布，随剂量增加，酸枣仁补益、安神作用增强；

远志用量在＜3 g、3～5 g、6～10 g、12～35 g 等剂

量范围均有分布，且 3～5 g 剂量范围使用居多。根

据剂量与功效相辅相成的特点，临床中常根据病情

需要，对二者剂量进行适当增减。酸枣仁-远志药对

配比分析表明，酸枣仁、远志配比与方剂功效呈现

一定相关性，二者配比以≥1 为主，应用最多的配

比为 1∶1、2∶1，此时目标方剂具有较强的安神、

补益功效。在临床中往往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

酸枣仁剂量以增强其安神、补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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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酸枣仁-远志药对与高频中药关联规则分析 

Table 7  Association rules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TCMs with ZSS-PR herb pair 

前项 支持度/% 前项 支持度/% 前项 支持度/% 

人参 62.6 朱砂 23.8 五味子-人参 18.0 

当归 60.3 白术-当归 23.8 茯苓-人参-当归 18.0 

茯神 55.0 茯苓-甘草 23.8 朱砂-人参 17.8 

地黄 53.7 茯苓-地黄 23.1 麦冬-人参-地黄 17.8 

甘草 51.4 白术-人参 22.9 白术-甘草-当归 17.6 

茯苓 42.1 甘草-人参-当归 22.9 柏子仁-茯神 17.4 

麦冬 39.7 白术-甘草 22.5 麦冬-人参-当归 17.4 

地黄-当归 39.5 茯神-人参-当归 22.5 菖蒲-当归 17.1 

人参-当归 38.4 麦冬-甘草 21.7 白术-地黄 17.1 

茯神-人参 36.0 白芍-当归 21.5 白芍-地黄-当归 16.9 

甘草-当归 34.1 麦冬-地黄-当归 21.1 茯苓-人参-地黄 16.9 

茯神-当归 33.5 菖蒲-人参 20.7 白术-人参-当归 16.7 

甘草-人参 33.1 菖蒲-人参 20.5 茯苓-甘草-人参 16.7 

人参-地黄 33.1 五味子-地黄 20.2 陈皮 16.5 

白术 31.4 茯神-地黄-当归 20.2 朱砂-茯神 16.5 

茯苓-人参 30.6 甘草-地黄-当归 20.2 菖蒲-地黄 16.5 

菖蒲 29.5 黄芪-当归 19.8 茯苓-地黄-当归 16.5 

茯神-地黄 28.7 黄芪-人参 19.6 半夏 16.3 

茯神-甘草 27.7 茯神-甘草-人参 19.6 白术-甘草-人参 16.3 

麦冬-地黄 27.7 柏子仁-人参 19.0 黄芪-甘草 15.7 

黄芪 26.9 茯神-甘草-当归 19.0 五味子-麦冬 15.5 

柏子仁 26.7 柏子仁-地黄 18.8 五味子-当归 15.5 

麦冬-当归 26.4 柏子仁-当归 18.8 白术-茯苓 15.5 

麦冬-人参 26.0 山药 18.6 甘草-人参-地黄 15.5 

五味子 25.6 白芍-地黄 18.4 川芎-当归 15.3 

甘草-地黄 25.4 川芎 18.2 肉桂 15.1 

茯苓-当归 25.0 茯苓-麦冬 18.2 黄连 15.1 

白芍 24.8 茯神-人参-地黄 18.2 白术-地黄-当归 15.1 

人参-地黄-当归 24.8 菖蒲-茯神 18.0   

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根据辨证需要，酸枣仁、

远志常与人参、地黄、当归、白芍、甘草、茯神、

朱砂等药物配伍使用。《辨证录》[22]记载：“炒枣仁、

远志、白芍配伍对于不寐、惊恐等具有较好药效，

其中白芍入肝入胆，枣仁、远志归于心、胆之经，

三者伍用，可补肝益胆增强交通心肾之功，而达治

疗心烦不寐之效”。《本草经解要》[23]记载：“枣仁同

茯神、远志、麦冬、人参等以治惊悸，远志同茯神、

人参、生地、枣仁等镇心定惊，治脾虚健忘”。《本

草述钩元》[24]记载：“枣仁伍以茯神、远志、麦冬、

人参等止惊悸；远志同枣仁、茯神、人参、地黄、

朱砂镇心定惊，同人参、柏仁、枣仁、麦冬、茯苓

（神）、生地、甘草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且止惊悸

怔忡，同茯神、人参、白术、炙甘草、枣仁、龙眼

肉等归脾益智”。 

综上，本研究通过对含酸枣仁-远志药对的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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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酸枣仁-远志药对-高频配伍中药-方剂-功效关联网络图 

Fig. 7  Network diagram of ZSS-PR herb pair-high frequency compatibility TCM-prescription and efficacy

方剂数据进行挖掘，揭示了其配伍特点，阐明了其

临床应用规律，对该药对的临床应用及深入开发意

义重大。对于应对当下生活、工作压力巨大引发的

各种身心疾病及人口老龄化的保健品开发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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