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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含黄连-干姜药对（简称“黄连-干姜”）方剂的后续产品开发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整理《中医方剂大辞典》中

包含黄连-干姜的方剂，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V2.5）建立数据库，统计主治疾病频次、配伍药材频次；采用关联规则Apriori

算法对含黄连-干姜方剂药材核心组合进行统计分析（设置支持度分别为15％、20％、25％，置信度为0.90）；选择频次排前2位的主

治疾病和配伍药材频次最高的温里药和清热药进行组方规律分析。结果：共筛选出492首含黄连-干姜方剂，涉及主治疾病9种

（频次≥15），包括痢疾、泄泻、积聚、痞满等；常用配伍药材21味（频次≥55），包括当归、厚朴、附子、黄芩等；常用药材组合有19个，

其中核心药材组合包括黄连-干姜-人参、黄连-干姜-厚朴、黄连-干姜-当归；常与黄连-干姜配伍治疗痢疾的核心药材有5种，治疗泄

泻的核心药材有9种；在黄连-干姜配伍温里药附子的方剂中核心药材有8种，在配伍清热药黄芩的方剂中核心药材有7种。结论：

含黄连-干姜药对方剂主治疾病以消化道疾病为主；该药对可配伍不同药材用于不同疾病的治疗；本研究可为其后续产品的开发

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黄连；干姜；药对；Apriori算法；组方规律

Prescription Rules for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ber ojjicinale Couplet Medicine

Based on TCM Inheritance Suppor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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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s of Coptis chinensis-

Zingiber ojjicinale couplet medicine（“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for short）prescription. METHODS：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Dictionary of TCM Prescription and input into TCM

inheritance support platform software（V2.5）to establish the database. The frequency of major diseases and compatibility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he core combin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with association rule Apriori algorithm（support degrees were 15％，20％，

25％，confidence was 0.90）. Top 2 main diseases in the list of frequency，compatibility medicinal materials for dispelling internal

cold and medicine for clearing heat with highest compatibility frequency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in respect of prescription rules.

RESULTS：A total of 492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were screened，9 kinds of major diseases

（frequency≥15），such as dysentery，diarrhea，accumulation，fullness. There were 21 commonly used compatibility medicinal

materials（frequency≥55），including Angelica sinensis-Panax ginseng，Magnolia officinalis，Aconitum carmichaelii，Scutellaria

baicalensis， etc. There were 19 commonly used medicinal materials combinations， includ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Panax ginseng，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Magnolia officinalis，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Angelica

sinensis. There are 5 kinds of core medicinal materials commonly used in treating dysentery with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and 9 kinds of core medicinal materials for treating dysentery. There are 8 kinds of cor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compatible with medicine for dispelling internal cold Aconitum carmichaelii prescription.and 7 cor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compatible with medicine for clearing heat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prescription. CONCLUSIONS：The major

diseases treated with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are mainly digestive tract

diseases. It can treat different diseases being compatible with

different medicinal materials， this study aslo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bsequent products.

KEYWORDS TCM inheritance support platform； Coptis

chinensis； Zingiber ojjicinale； Couplet medicine； Apriori

algorithm；Prescriptio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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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干姜药对（以下简称“黄连-干姜”）源于《伤寒

论》黄连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半夏泻心汤、干姜泻

心汤、乌梅丸等经典名方[1]。黄连苦寒，具有清热燥湿、

泻火的功效；干姜辛热，具有温中散寒的功效；两药相

配，苦辛并进、辛开苦降，一寒一热、寒温并施，具有除寒

积、清内热、开痞结、和脾胃的作用，并广泛应用于临床[2]。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连-干姜提取物对夹尾激怒法诱

导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模型有显著的改善作用[3]；预

防性灌胃给予黄连-干姜提取物可显著改善葡聚糖硫酸

钠诱导的结肠炎和局部的病理损伤[4]。目前，黄连-干姜

的相关研究，主要以临床应用及药理研究为主，而历代

医药专家应用黄连-干姜的组方规律及应用特点尚待挖

掘，故本研究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V2.5）对《中

医方剂大辞典》中含黄连-干姜的方剂进行主治疾病及

配伍规律的深入挖掘，以期为黄连-干姜的临床应用和

新药研发提供理论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方剂筛选

由两名研究人员分别对《中医方剂大辞典》进行检

索，并独立筛选方剂组成中含有黄连-干姜的方剂，注意

黄连别称“川连”“宣连”“味连”，干姜别称“白姜”“均姜”

“干生姜”等，均需收录；同时排除组成、功效重复的异名

方，最终得到方剂492首。如《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一册

所载：“二黄丸【方源】《圣济总录》卷七十四。【组成】黄连

（去须，炒）、干姜（炮）、黄柏（去粗皮，炙，锉）、附子（炮

裂，去皮脐）、乌梅肉（炒）各半两甘草（炙，锉）一分。【用

法】上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

丸，空心米饮送下。【主治】洞泄寒中。”其中“组成”项中

含有黄连-干姜，故收载。

1.2 方剂录入

将上述所得方剂的组成及主治内容由专人进行规

范化整理，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方剂中药物名称参

照《中国药典》及《中华本草》所载正名进行统一，如将

“川连”“宣连”统一录入为“黄连”。录入结束后，由双人

负责对所录入方剂进行核对，避免漏录或误录药物，以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1.3 数据分析

1.3.1 方剂提取 应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统计报

表”模块中的“方剂统计”功能，于“指定中药”项目中输

入“黄连”，提取出所有含黄连的方剂；继续于“指定中

药”项目中输入“干姜”，点击“结果中查询”，即可提取出

所有含黄连-干姜的方剂。

1.3.2 主治疾病频次统计 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

件中基本信息统计功能，选择“中医疾病”，对含黄连-干

姜方剂主治疾病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并对其中频次≥15

的主治疾病进行列表分析。

1.3.3 药物频次分析 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中

基本信息统计功能，选择“药物频次”，对含黄连-干姜方

剂中常用配伍药材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并对其中频次≥

55的药物进行列表分析。

1.3.4 组方规律分析 基于关联规则Apriori算法[5]，应

用“数据分析”模块中“方剂分析”功能，对含黄连-干姜

方剂进行组方规律分析。将置信度（当A药物出现时，B

药物也出现的概率）设置为0.9，为提取既能体现不同药

材组合间的个性特征，又能抓住不同组合共性的核心药

材组合，将支持度（即药材组合出现频次至少占总处方

数的频率，支持度越高，越可体现药材组合共性特征[6-8]）

分别设置为 15％、20％、25％，得到含黄连-干姜方剂常

用药材组合，并将不同支持度下的药材组合关联关系进

行网络化展示。

1.3.5 主治疾病组方规律分析 在“1.3.2”项下结果的

基础上，选择治疗频次最高的2种疾病，进行用药规律分

析。应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数据分析”模块，输入

“黄连”“干姜”，然后分析治疗该2种疾病的组方规律，具

体操作同“1.3.4”项下方法，得到常与黄连-干姜配伍治

疗这2种疾病的常用药材组合，并将不同支持度下的药

材组合关联关系进行网络化展示。

1.3.6 配伍温里药、清热药组方规律分析 在“1.3.3”项

下结果的基础上，选择配伍药材频次最高的温里药及清

热药，进行用药规律分析。应用平台软件“数据分析”模

块，输入“黄连”“干姜”，然后分析配伍温里药、清热药的

组方规律，具体操作同“1.3.4”项下方法，得到含黄连-干

姜方剂配伍温里药、清热药常用药材组合，并将不同支

持度下的药材组合关联关系进行网络化展示。

2 结果
2.1 含黄连-干姜方剂主治疾病分析

在492首含黄连-干姜方剂中，主治疾病共88种，其

中频次≥15的有 9种，其主治疾病范围涉及内、外、妇、

儿，但以消化道疾病为主，如痢疾、泄泻、积聚、痞满等，

见表1。

表1 含黄连-干姜方剂的主治疾病（频次≥≥15）

Tab 1 Main diseases treated with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frequency≥≥15）

序号
1

2

3

4

5

主治疾病
痢疾
泄泻
积聚
痞满
疳病

频次
224

76

36

31

20

序号
6

7

8

9

主治疾病
呕吐
月经不调
口疮
痔疮

频次
16

15

15

15

2.2 含黄连-干姜方剂常用配伍药材频次分析

含黄连-干姜方剂共涉及372味中药，常与其配伍的

药材有 21味（频次≥55），包括养血和营类，如当归、阿

胶、白芍；益气补脾类，如人参、白术、炙甘草；行气燥湿

类，如厚朴、陈皮；温里类，如附子、肉桂；清热类，如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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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见表2。

表2 含黄连-干姜方剂常用配伍药材（频次≥≥55）

Tab 2 Commonly used compatibility medicinal mate-

rials in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

nensis- Zingiber ojjicinale（frequency≥≥5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药材
当归
厚朴
人参
白术
炙甘草
木香
茯苓
附子
黄芩
龙骨
肉桂

频次
220

147

132

114

106

99

93

93

88

85

83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药材
阿胶
赤石脂
黄柏
陈皮
吴茱萸
乌梅
甘草
花椒
半夏
诃子
白芍

频次
80

79

79

76

75

70

69

67

66

66

57

2.3 含黄连-干姜方剂组方规律

基于关联规则方法，将置信度设置为0.9，支持度设

置为 20％时，得到常用药材组合 19个，见表 3。将不同

支持度下的药物关联关系进行网络可视化展示，见图1。

表3 含黄连-干姜方剂常用药材组合

Tab 3 Comon combination of the prescriptions con-

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药材组合
黄连-干姜
黄连-白术
黄连-厚朴
黄连-当归
黄连-人参
黄连-木香
炙甘草-黄连
白术-干姜
厚朴-干姜
当归-干姜

频次
492

114

147

220

132

99

106

114

147

220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药材组合
人参-干姜
干姜-木香
炙甘草-干姜
黄连-白术-干姜
黄连-厚朴-干姜
黄连-当归-干姜
黄连-人参-干姜
黄连-干姜-木香
炙甘草-黄连-干姜

频次
132

99

106

114

147

220

132

99

106

由图 1可知，支持度为 15％时，能较全面展示常用

药材组合；支持度上升为 20％时，能清晰地显示药物常

用药材组合规律；支持度上升为 25％ 时，外围药材减

少，体现出核心药材组合，常与黄连-干姜配伍的核心药

材组合有当归、厚朴、人参。

2.4 含黄连-干姜方剂治疗疾病的组方规律分析

在“2.1”项下结果的基础上，选取频次排前2位的痢

疾、泄泻进行组方分析。

2.4.1 含黄连-干姜方剂治疗痢疾的组方规律分析 共

提取到治疗痢疾的含黄连-干姜方剂224首，将置信度设

置为 0.9，支持度分别设置为 15％、20％、25％，对含黄

连-干姜方剂治疗痢疾的常用药材组合进行网络可视化

展示，见图2。

由图2可知，含黄连-干姜方剂治疗痢疾的核心药材

组合（支持度为 25％）有当归、阿胶、赤石脂、龙骨等 5

种；外围药材（支持度为 20％）还常配伍乌梅、诃子、木

香、黄柏、附子。

2.4.2 含黄连-干姜方剂治疗泄泻的组方规律分析 共

提取到治疗泄泻的含黄连-干姜方剂 76首，将置信度设

置为 0.9，支持度分别设置为 15％、20％、25％，对含黄

连-干姜方剂治疗泄泻的常用药材组合进行网络可视化

展示，见图3。

由图3可知，含黄连-干姜方剂治疗泄泻的核心药材

组合（支持度为 25％）有人参、白术、炙甘草、附子等 9

种；外围药材（支持度为20％）还常配伍茯苓、龙骨等。

2.5 含黄连-干姜配伍附子、黄芩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在“2.2”项下结果的基础上，选取温里药附子和清热

药黄芩进行组方规律分析。

A.支持度为15％ B.支持度为20％ C.支持度为25％

图1 含黄连-干姜方剂常用药材组合关联性网络

Fig 1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ly used medici-

nal materials combinations in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A.支持度为15％ B.支持度为20％ C.支持度为25％

图 2 含黄连-干姜方剂治疗痢疾常用药材组合关联性

网络

Fig 2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ly used medici-

nal materials combinations for dysentery in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

Zingiber ojjicinale

A.支持度为15％ B.支持度为20％ C.支持度为25％

图 3 含黄连-干姜方剂治疗泄泻常用药材组合关联性

网络

Fig 3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ly used medici-

nal materials combinations for diarrhea in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

Zingiber ojjic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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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含黄连-干姜配伍附子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共提

取得到黄连-干姜配伍附子方剂 94首，将置信度设置为

0.9，支持度分别设置为15％、20％、25％，对含黄连-干姜

配伍附子方剂的常用药材组合进行网络可视化展示，见

图4。

由图4可知，含黄连-干姜方剂配伍附子方剂的核心

药材组合（支持度为 25％）有肉桂、花椒、人参、赤石脂、

龙骨等 8种；外围药材（支持度为 20％）还常配伍白术、

炙甘草、黄柏等。

2.5.2 含黄连-干姜配伍黄芩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共提

取得到黄连-干姜配伍黄芩方剂 76首，将置信度设置为

0.9，支持度分别设置为15％、20％、25％，对含黄连-干姜

配伍黄芩方剂的常用药材组合进行网络可视化展示，见

图5。

由图5可知，含黄连-干姜方剂配伍黄芩方剂的核心

药材组合（支持度为 25％）有当归、白芍、人参、白术、炙

甘草等 7种；外围药材（支持度为 20％）还常配伍川芎、

细辛、陈皮等。

3 讨论
药对，又称对药，指中医临床中常用的相对固定的

药材配伍组合，是单味中药与方剂之间的桥梁，是许多

方剂隐含的规律性特征与辨证施治的内涵体现[9-10]。在

历代医家著作中，张仲景《伤寒论》对药对的应用最有独

到之处，其配伍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卓越，被奉为历代

医学之楷模[11]。因此，对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药对进行

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方剂的配伍规律。

黄连-干姜药对源于《伤寒论》，黄连苦寒，具有清热

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连中的

有效成分具有广谱的抗菌、抗病毒、抗心律失常、抗高血

压、改善心力衰竭、保护心肌缺血、改善急性脑缺血缺

氧、降血糖等功效[12-13]，其主要活性成分黄连素被称为中

药抗生素，其在抗炎、抗菌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是临床

治疗细菌性痢疾和肠胃炎的常用药物。干姜辛热，具有

温中散寒、回阳通脉、温肺化饮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干姜中的有效成分具有抗炎抑菌、镇吐止呕、抗溃

疡、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及抗肿瘤等多种作用[14-15]。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黄连与干姜配伍后能够促进黄连中生物

碱（小檗碱、巴马汀、药根碱、黄连碱和表小檗碱）在大鼠

体内的药动学过程[16]。

本研究显示，共提取到含黄连-干姜方剂共 492首，

涉及372味中药；含黄连-干姜方剂主治疾病88种，涉及

内、外、妇、儿，但以消化道疾病为主；黄连-干姜寒温并

施，用于寒热错杂证，其病性属实或本虚标实，故常与补

血药当归、补气药人参配伍扶正，与燥湿除满药厚朴配

伍可助黄连燥湿。对其主治疾病痢疾、泄泻进行组方规

律分析，发现在治疗痢疾时常配伍当归、阿胶，体现中医

理论中的行血则便脓自愈；治疗泄泻时常配伍人参、白

术、炙甘草以扶正祛邪；对其代表性配伍药材附子、黄芩

进行组方规律分析，发现针对寒邪致病，黄连-干姜多配

伍附子、肉桂、花椒等药材以提高干姜温里的作用；针对

热邪致病，黄连-干姜多配伍黄芩、当归、白芍等药材。

综上所述，本研究应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对

《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含黄连-干姜的方剂进行了系统分

析，总结了含黄连-干姜方剂的药材配伍特点及其用药

规律，为黄连-干姜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参考，也为黄连-干

姜产品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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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含黄连-干姜配伍附子方剂常用药材组合关联性

网络

Fig 4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ly used medici-

nal materials combinations in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ptis chinensis-Zingiber ojjicinale

compatible with Aconitum carmichaelii

A.支持度为15％ B.支持度为20％ C.支持度为25％

图 5 含黄连-干姜配伍黄芩方剂常用药材组合关联性

网络

Fig 5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ly used medici-

nal materials combinations in the pr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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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ible with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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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大鼠灌胃理气散结浸膏后的长期毒性，为其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提供参考。方法：将160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

组（生理盐水）和理气散结浸膏低、中、高剂量组（7.828 0、15.656 0、31.312 0 g/kg，以生药量计），每组40只。每天灌胃给药1次，每

周一至周六连续给药6 d，实验周期为120 d，实验结束后的30 d为恢复期。观察各个时期大鼠的一般状况，并每周测定大鼠体质

量和饲料消耗量1次。在给药第61天、给药结束及恢复期结束后，各组分别取10、20、10只大鼠，观察其血液学、血液生化学、脏器

系数和组织病理学变化。结果：在给药第61～120天，理气散结浸膏高剂量组大鼠有脱毛和竖毛现象，停药后恢复正常。在给药

期间，理气散结浸膏低、中剂量组大鼠的体质量增长较对照组变快，而理气散结浸膏高剂量组大鼠体质量增长较对照组变慢；理气

散结浸膏低剂量组大鼠的饲料消耗量较对照组增加，理气散结浸膏中、高剂量组大鼠的饲料消耗量较对照组减少，停药后基本恢

复。在给药第61天及给药结束后，给药组大鼠部分血液学指标、血液生化学指标以及脏器系数较对照组均有明显变化（P＜0.05

或P＜0.01）。恢复期结束后，大鼠血液学、血液生化学和脏器系数基本恢复正常，但理气散结浸膏低剂量组大鼠血液中的红细胞

数、红细胞比积、红细胞宽度标准差、白蛋白、白球比和钾离子（K+）水平较对照组仍明显降低（P＜0.05或P＜0.01）；理气散结浸膏

中剂量组大鼠血液中的中间细胞绝对值较对照组仍明显升高（P＜0.05），血液中平均血红蛋白浓度、K+和子宫系数较对照组仍明

显降低（P＜0.05）；理气散结浸膏高剂量组大鼠血液中白细胞数、淋巴细胞绝对值、中间细胞绝对值、中间细胞百分比、凝血酶原时

间以及脾系数较对照组仍明显升高（P＜0.05或P＜0.01），平均血红蛋白浓度、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碱性磷酸酶和K+较对照组仍

明显降低（P＜0.05或P＜0.01）。大鼠经系统尸解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均未发现异常。结论：大鼠长期灌胃理气散结浸膏会产生一

定毒性反应，但低剂量理气散结浸膏的毒性反应较少、较轻，且停药后能自动恢复，可为临床安全剂量的确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理气散结浸膏；大鼠；长期毒性；血液学；血液生化学；脏器系数；组织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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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long-term toxicity of Liqi sanjie extractum in rats after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afety evaluation before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A total of 160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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