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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规则在中医临床信息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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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其流传下来的中医典籍、医案、珍贵方剂以及临床实践中产生的

大量文献都有待于后人加以深入分析和知识挖掘。而这些信息的整理与知识发现既关乎对祖国医学的传承和

发扬，也关系到对患者疾病的准确诊断、治疗和预防，提高医疗服务的准确度和效率。因此，在以信息爆炸

为特点的二十一世纪，探索从中医药学海量数据中提取有用的知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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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nation. TCM classics, medical records, 

precious prescriptions and a lot of literature based on clinical practice require deep analysis and knowledge mining 

conducted by descendants. The arrangement of TCM information and discovery of TCM knowledge are not only in 

relation to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to the accurate diagnosis of disease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which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Therefore, with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one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extracting useful knowledge from massive dat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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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

使得信息的数量急剧增长，而且传播途径更多，传播

速度更快，导致专业人员获取专业信息不再困难。但

海量的数据信息及其易获取性在给信息使用者带来

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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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无序性导致更加难以提取有效信息，即显现出

“信息丰富而知识贫乏”的现象。因此，人们迫切希

望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整序，探索其内在的规律

和相互关系，发掘出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1  数据挖掘与关联规则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Data Mining，DM）是对大量观察到

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便从中发现事先未知的联系和规

律的过程，让数据拥有者得到非常清晰而有用的结

果，即提取出有价值的、人们感兴趣的信息和知识
[1]
。

数据挖掘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交叉学科，包括数据 

 

[3]史道华，陈鹭颖，郑炜.中药药效研究的数学思考[J].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07,13(8):66-68. 

[4]赵汉青，江依法，葛鑫，等.基于中药药性加权计算的中

医方剂评价方法[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20): 

303-304. 

[5]金锐，张冰，刘小青，等.中药寒热药性表达模糊评价模

式的理论与实验研究[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2,10(10): 

1106-1119. 

[6]汤金波，帅真，许仕杰，等.基于数学思维构建中药“性-

效关联”模型[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1, 

13(6):1099-1102. 

[7]孙奕，王景明.模糊数学在淫羊藿免疫药理学研究中的应

用[J].数理医药学杂志,1998,11(4):350-351. 

[8]于莲波，张红梅.用模糊数学原理评估中药材质量等级[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13(3):206-209. 

[9]王咏梅，马红，刘苏中.方剂配伍的模糊数学特性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00,6(6):59-60. 

（收稿日期：2014-05-13，编辑：魏民） 

mailto:scliu45@sina.com


• 14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ug. 2014  Vol. 38  No. 4 

库、机器学习、数理统计、可视化、信息学、神经网

络、模式识别、粗糙集等相关技术。而关联规则

（Association Rule, AR）是数据挖掘的主要方法和

应用技术之一，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

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关联性。一般认为，如果两个或者

多个事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那么，其中一个

事物就能够通过其他事物预测到。因此，关联规则就

是从给定的大量数据集中挖掘出事物特征间的相互

关系，发现有趣的相关联系，找出多个变量的取值之

间存在的内在规律性和有用的知识信息。 

关联规则在 1993 年最初被提出并用于挖掘顾客购

物篮数据以来，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类数据的分析与

挖掘研究中，如车辆监控、基因芯片、客户关系及森林

病虫害防治等类数据，其中也包括对中医药数据的整理

与分析。为了提高挖掘规则的效率，其原有的算法也被

逐渐优化，如引入随机采样、并行思想等。 

2  关联规则在中医临床信息分析中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库应用的规模、

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大量的数据

资料产生，中医药学领域也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信息。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其流传下来的中医典

籍、医案、方剂以及科学研究中产生的大量文献等都

有待于后人加以深入分析和知识挖掘。而这些信息的

整理与知识发现既关乎对祖国医学的传承和发扬，也

关系到对患者疾病的准确诊断、治疗和预防，提高医

疗服务的准确度和效率。因此，在以信息爆炸为特点

的二十一世纪，探索从中医药学海量数据中提取有用

的知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2.1  关联规则在证、象与疾病关系分析中的应用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

原则和手段，也是中医诊疗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因

此，通过研究中医的“证”与疾病诊断的关系，是关

联规则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药信息分析中的主要应

用之一。杨涛等
[2]
利用 Microsoft数据挖掘平台建立

心系基础证与舌脉表现的关联规则模型，探讨心系基

础证与舌脉的相关性。王建华等
[3]
运用关联规则

Apriori算法挖掘并证实了高血压与心脑合病痰瘀互

结证中医四诊指标的关系。孙继佳等
[4]
根据采集的慢

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证候信息建立数据库,对症状

和体征进行分级量化，并记录和统计，然后采用粗糙

集与灰色系统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医脉象变化与

其他证候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探寻慢性乙型肝炎

中医脉象和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症与症之间的关联分析中，李艳丽等
[5]
从中风

病首发症状入手,应用频数统计及关联规则分析方法

对中风病首发症状以及首发症状群的特点进行分析，

确定中风病的常见首发症状、可见首发症状及偶见首

发症状及其相互关系，为早期临床决策提供循证依据。

在探索证候-症状-临床检查之间的关联规律方面，李

靖等
[6]
对 IgA 肾病患者的一般资料、证候分型等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利用 Apriori 算法进行关联规则挖

掘分析，获得 IgA 肾病中医证候与临床、病理间的相

关性，对疾病的预后判断及临床治疗起到参考作用。 

2.2  关联规则在用药与配伍规律分析中的应用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多从功能角度来把握问

题，坚持主客观统一性、整体性原则，其治疗主要采

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

和而康复。这种治疗方法在当今社会仍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也逐渐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现今学者多采用

关联规则对特定病证在中药治疗中的药物应用、配伍

等规律进行研究，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 

利用关联规则挖掘技术对症状与中药治疗中药

物应用关系的研究比较广泛和深入。在此方面，主要

是从收集、整理、统计分析特定病症的医案入手，分

析特定病症的用药规律。如阎红灿等
[7]
、朱立成等

[8]

通过收集古代和近代名中医治疗哮喘的医案，采用关

联规则方法对其中的用药、四诊信息、病因、病位、

证候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发掘其中的规

律，为中医临床经验的传承和学习提供了新的研究思

路。而周莺等
[9]
以古代不寐医案为研究对象,通过频

数统计和关联规则分析，得出不寐的证治规律以及用

药规律。 

在利用关联规则进行病证与中药方剂的研究中，

挖掘相关的古今图书和期刊文献信息，分析总结用药

规律、配伍原则、组方特点及核心药对是该方法的主

要应用。近年来，有学者利用关联规则的方法，对古

代文献和现代临床研究中治疗哮喘的方剂进行分析，

探索古今哮喘方的药物配伍规律和特点以及两者之

间的异同，以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临床用药规律的发

展变化
[10-11]

。另外，有研究采用关联规则技术对失眠

方剂组方配伍规律进行挖掘分析，得出核心药对与核

心药组，找出治疗失眠方剂组方配伍的规律
[12-13]

，为

临床医师的辨证论治失眠症提供依据；张斌等
[14]

通过

收集期刊文献数据库中补肾益气活血化瘀法治疗中

风（脑梗塞）恢复期的临床研究报道，对药物的核心

系数、归经、功效和药对的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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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关联规则方法分析方剂中药对的应用规律。 

在探索疾病治疗中药与药的关联规则方面，有研

究通过对治疗骨质疏松症的研究类期刊文献进行收

集整理，对所涉及的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中药复方及单

味药运用关联规则方法进行分析归纳，探讨从肾论治

骨质疏松症的中药复方遣方用药规律和骨质疏松症

的证型分布特点
[15-16]

。 

关联规则也被用于探讨方、药、症的相互依赖关

系。谭工等
[17]

、胡波等
[18]

分别对乳腺增生症相关文献

中的方剂进行统计，构建方剂库，利用二维布尔关联

规则分析，探讨中医治疗乳腺增生症过程中药对、药

组等药物之间配伍规律以及症-药对应规律。 

在探索多种因素对特定疾病症状的影响规律方

面，秦莉花等
[19-20]

通过建立病例数据库，运用关联规

则分析技术，分析绝经综合征患者的绝经、教育、病

情、体型等一般情况与焦虑、抑郁之间相互影响，以

及睡眠问题与各种躯体症状的关联规律。 

除了对病案和期刊文献等相关数据的分析以外，

也有研究利用关联规则方法分析中医古籍中所收录

的方剂，以探讨其配伍规律。吴鹏飞等
[21]

收集来自不

同朝代的中医典籍中的熏洗方，统计每首中药熏洗方

的单味药药名、功效、用法、剂量、注意事项，分析

其规律、配伍及作用，根据高频使用的药物进行关联

规则挖掘和分析，探寻中医伤科熏洗方的应用特点和

用药规律。 

2.3  关联规则在治疗疾病中经穴选用规律分析中的

应用 

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有

的一种医疗方法，其疗效已经被国内外医学界所公认。

在特定疾病的针灸治疗中其选穴特点和组穴规律，以及

疾病、证候、穴位等存在的相互关联有待于深入挖掘，

以提高针灸治疗效果，这也是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在中医

药信息分析中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成都中医药大学的

梁繁荣、任玉兰团队
[22-23]

运用多层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在

分析古代针灸治疗眩晕和现代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的

经穴选择特点和规律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此外，也有

学者对发表的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贴敷疗法的适宜

病种，以及疾病与穴位选择的关联性，挖掘穴位贴敷疗

法的临床运用特异性规律和特点
[24]
。 

3  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目前，关联规则在中医药信息挖掘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在挖掘药-症、证-病、病-药、病-穴、药-

药的关联特点及配伍规律等方面，其统计分析数据主

要来源为病案资料、期刊文献、古籍方剂、自建数据

库等，利用的方法主要借助于频数统计及关联规则中

的 Apriori频繁项集算法，进行用药、选穴、配伍等

规律性分析，而且大多是进行文字描述，还没有结合

数据挖掘的其他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如可视化处理，

以达到在疾病的证候表现、药物和穴位的选用及常用

配伍规律在定量程度上的直观化显现，方便医疗人员

在相关研究和实践中参考和应用。在针灸学领域的应

用研究中，还未见有对腧穴与症状、证候、疾病等之

间的关联性分析。中医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着内在的

联系，而针对不同疾病之间存在着的关联性目前还很

少有研究尝试。利用关联规则的方法来探究疾病之间

的联系，也将对疾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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