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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探析活血化瘀类中成药治疗
心脑血管病的组方规律

摘要  目的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析活血化瘀类中成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组方规律。方法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 年）》及《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2018 年）》中筛选治疗心脑血管病活血化瘀类中成药，建立方药数据库。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进行中药频数分析，应用 R 4.0.1 进行频繁项集和关联规则的挖掘，运用 SPSS Statistics 26.0 进行聚

类分析。结果 筛选出活血化瘀类中成药 439 个，涉及处方 165 首，中药 209 味，药物频数累计 1 052 次。

功效分类占比位居前 2 位的处方类别是益气活血类及化瘀通脉类。频数排列在前 7 位的中药依次是丹参、

川芎、三七、黄芪、红花、冰片、赤芍。经关联规则分析，支持度 >5%，置信度 >65%，得出 2 阶关联规

则 13 条，3 阶关联规则 25 条，4 阶关联规则 4 条。支持度最高的 4 味药组合是丹参、川芎、红花 – 赤芍。

支持度较高的组合为活血化瘀药与清热药、或补虚药、或平肝息风药配伍，以及开窍药配伍平肝息风药。

聚类分析得到 9 组药物组合。结论 治疗心脑血管病活血化瘀类中成药以丹参、川芎、红花和赤芍为核心

药物组方，用药以活血化瘀药为主，兼以配伍补虚药、开窍药、平肝息风药、清热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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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rescription regularity of the treatment of cardio-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ith activating blood and removing stasis（ABRS）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based 
on data mining. Methods The ABR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ere screened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edition）， National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 Drug List（2020 edition）and Catalogue of National Basic Drugs

（2018 edition）， and the prescription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The frequency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Microsoft Excel 2016. The frequent item sets and association rules mining were conducted with R 4.0.1. The 
clust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SPSS Statistics 26.0. Results Totally 439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165 prescriptions， 209 Chinese herbs with a total frequency of 1 052 times. The top 
2 prescription categories with higher proportion of efficacy classification were enrich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category as well as resolving stasis and dredging vessels. The top 7 Chinese herbs with higher frequency 
were Radix Salvia Miltiorrhiza，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Radix notoginseng， Radix Astragali， Safflower， 
Borneolum syntheticum， and Radix Paeoniae Rubra. After association rules analysis， the support degree >5%， 
confidence degree >65%，13 2-order association rules， 25 3-order association rules and 4 4-ord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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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0 概要》指出，

中国居民全因死亡构成中，心血管病居各种疾病之

首，推算心血管病现患人数 3.3 亿 [1]。心脑血管病等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

的主要疾病负担 [2]。中成药因具有服用方便、多靶点

整体调节、疗效相对稳定、药效学作用相对清楚等

优点，在心脑血管病等慢病防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3， 4]，其中，又以活血化瘀类中成药占绝对优

势 [5]。临床最早应用的活血化瘀类中成药是精制冠心

片（以冠心Ⅱ号为基础制成），随后兴起了活血化瘀

类中成药的心脑血管病应用研究。早在 1980 年，陈

可冀院士等观察了精制冠心片治疗 112 例冠心病心绞

痛患者的疗效，结果发现其对心绞痛的总有效率可达

80.4%[6]。本研究旨在采用频数分析、关联规则、聚

类分析，探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7]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0 年）》[8] 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9]

中治疗心脑血管病活血化瘀类中成药的组方配伍规

律，为心脑血管病的临床用药及活血化瘀类中成药

的进一步研发提供思路。

资料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中成药处方来源包括：（1）《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2）《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20 年）》（以下简称《医保目录》）；（3）《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以下简称《基药目录》）。

2 纳入标准 （1）药品分类属于《医保目录》、

《基药目录》中“祛瘀剂”的中成药，《中国药典》

中“成方制剂与单味制剂”的功能含有“活血”“破

血”“化瘀”“逐瘀”的中成药；（2）药品说明里明确

指出有治疗心脏血管性疾病和（或）脑血管性疾病相

关的主治功效。

3 排除标准 主治功效中虽提及治疗心脑血管

病，但没有完整药物组成的中成药。

4 数据库建立与规范化 不同剂型同一处方组

成的中成药归为一个处方处理，如丹七片、丹七软胶

囊、丹七胶囊归为 1 个处方。遵循双盲录入原则，将

中成药处方录入 Excel 表，创建方药数据库，并由专

人 2 次校对，确保数据录入的可靠性及唯一性。根据

《中国药典》2020 版进行中药名称规范化，如“丹皮”

规范为“牡丹皮”，“槐米”规范为“槐花”，保留因

炮制方法不同致药效相差较大的中药，如“地黄”与

“熟地黄”，“甘草”与“炙甘草”。参照《医保目录》

中祛瘀剂的药品分类并结合功能、主治及药物组成对

处方进行功效分类，意见不一致时协商解决。根据

《中药学》第 9 版 [10]中药物分类标准对中药进行分类。

5 数据分析 通过 Microsoft Excel 2016 对中

药进行频数分析。基于 Apriori 算法，运用 R 4.0.1 中

的 arules 包进行频繁项集和关联规则的挖掘，并用

arulesViz 包可视化展示。关联规则网络图中，圆圈

大小表示支持度，圆圈越大，支持度越高；圆圈颜色

深浅表示提升度，颜色越深，提升度越高；被箭头指

向次数越多的药物，表示在配伍中使用次数越多。运

用 SPSS Statistics 26.0 中系统聚类的组间连接法进

行聚类分析，类间距离测度方法为组间连接法，选用

皮尔逊相关性度量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结  果

1 处方筛选结果（图 1） 研究初步筛选出 
439 个中成药，其中 157 个源于《中国药典》，235
个源于《医保目录》，47 个源于《基药目录》。剔重

后剩余中成药 294 个。将不同剂型同 1 处方的中成

药归为 1 个处方，获得处方 165 首。治疗心血管疾

病的处方 86 首，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处方 44 首，心

脑血管疾病同治的处方 35 首。

rules were obtained. The 4-order association rule with the highest support degree was the combination of Radix 
Salvia Miltiorrhiza，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Safflower and Radix Paeoniae Rubra. The drug combinations 
with higher support degree were clearing heat herbs or tonic herbs or liver-calming and wind-extinguishing 
herbs combined with ABRS herbs， and drugs for inducing resuscitation combined with liver-calming and wind-
extinguishing herbs. Nine drug combinations were obtained with cluster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 core 
herbs of ABR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for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were Radix Salvia Miltiorrhiza，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Safflower， and Radix Paeoniae Rubra. The ABRS herbs were predominantly 
used， supplemented by tonifying deficiency herbs， herbs for inducing resuscitation， liver-calming and wind-
extinguishing herbs and clearing heat clearing herbs.

KEYWORDS activating blood and dissolving stasis；Chinese patent medicine；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datamining；prescription re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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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阶关联规则 4 条，提升度均 >1，为有效的关联规

则。根据支持度高低对规则排序。支持度最高的 2、3、 
4 味药组合分别是赤芍 - 川芎，红花、赤芍 - 川芎，

丹参、川芎、红花 - 赤芍。关联规则网络图中，箭头

指向次数最多的药物是川芎、丹参、红花，其次是赤

芍、黄芪、冰片。

5 聚类分析（图 4，表 5） 运用SPSS Statistics  
26.0 对频数 8 次的高频中药进行聚类，聚为 2~ 
20 类。结合中医基础知识及临证经验，并分析探讨后

认为聚为 16 类最合适，聚类得到 9 组药物配伍组合。

讨  论

处方功效类别分析结果提示，现有治疗心脑血管

病活血化瘀类中成药的处方类别以益气活血类、化瘀

通脉类、行气活血类、化瘀宽胸类为主，约占所有处

方总数的 80%，祛瘀化痰类、养血活血类、补肾活

血类、滋阴活血类、温阳活血类相对较少。

中药频数分析结果提示，组方出现频数最多的

两类药是活血化瘀药及补虚药。活血化瘀药出现频数

最多的是丹参，可有效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抗高血

脂、抗高血压、抗炎、抗氧化、抗纤维化、保护心

肌细胞等 [11]。补虚药出现频数最多的是黄芪，黄芪

甲苷可通过抗炎、抗氧化减少脑血管损伤，抑制心

图 1 活血化瘀类中成药处方筛选流程图

初筛获得中成药 （n=439）：
中国药典 （n=157）
医保目录 （n=235）
基药目录（n=47）

进入数据分析的处方
（n=165）：
治疗心血管疾病 （n=86）
治疗脑血管疾病 （n=44）
心脑血管疾病同治 （n=35）

剔除重复中成药 （n=145）

将不同剂型同一处方的
中成药归为 1 个处方

剔重后获得中成药 （n=294）

2 处方类别分析 处方功效分类占比最大的

两类是益气活血类（47 首，28.48%）及化瘀通脉

类（39 首，23.64%），其次是行气活血类（24 首，

14.55%）、化瘀宽胸类（23 首，13.94%），占比较

少的依次是祛瘀化痰类（8 首，4.85%）、养血活血类 
（8 首，4.85%）、补肾活血类（7 首，4.24%）、滋阴

活血类（6 首，3.64%）、温阳活血类（3 首，1.82%）。

3 中药频数分析（图 2，表 1） 165 首处方涉

及中药 209 味，药物频数累计 1 052 次。频数 10 次 
的中药共 23 味，频数累计 569 次。排名前 7 位的中

药依次是丹参（71）、川芎（51）、三七（48）、黄

芪（37）、红花（36）、冰片（33）、赤芍（29）。对

频数 10 次的中药进行分类，占比最大的两类分别

是活血化瘀药（41.3%）、补虚药（18.1%），其次

是止血药（10.19%）、开窍药（7.91%）、平肝息风

药（7.21%），清热药（5.10%）、解表药（4.92%）、

消食药（3.51%）、理气药（1.76%）占比较少。

4 关联规则分析（表 2~4，图 3） 提取出现

频数 8 次的高频中药进行频繁项集和关联规则分

析。设定支持度 >5%，置信度 >65%，得出关联规则 
42 条，其中 2 阶关联规则 13 条，3 阶关联规则 25 条，

表 1 频数 10 次的中药频数类别

中药类别 中药名（频数） 总频数 占比（%）

活血化瘀药 丹参（71），川芎（51），红花（36）
水蛭（19），牛膝（16），郁金（15）
银杏叶（14），桃仁（13）

235 41.30

补虚药 黄芪（37），当归（24），人参（24）
制何首乌（18）

103 18.10

止血药 三七（48），槐花（10） 58 10.19

开窍药 冰片（33），麝香（12） 45   7.91

平肝息风药 地龙（18），天麻（12），牛黄（11） 41   7.21

清热药 赤芍（29） 29   5.10

解表药 葛根（28） 28   4.92

消食药 山楂（20） 20   3.51

理气药 木香（10） 10   1.76

图 2 频数 10 次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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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频中药 2 阶关联规则

序号 规则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1 赤芍 – 川芎 11.52 65.52 2.12 

  2 当归 – 黄芪 9.70 66.67 2.97 

  3 山楂 – 丹参 8.48 70.00 1.63 

  4 地龙 – 川芎 7.88 72.22 2.34 

  5 郁金 – 丹参 7.27 80.00 1.86 

  6 制何首乌 – 葛根 7.27 66.67 3.93 

  7 牛膝 – 川芎 6.67 68.75 2.22 

  8 牛黄 – 冰片 6.06 90.91 4.55 

  9 麝香 – 冰片 6.06 83.33 4.17 

10 桃仁 – 红花 6.06 76.92 3.53 

11 牛黄 – 麝香 5.45 81.82 11.25 

12 麝香 – 牛黄 5.45 75.00 11.25 

13 桃仁 – 川芎 5.45 69.23 2.24 

表 3 高频中药 3 阶关联规则

序号 规则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1 红花、赤芍 – 川芎 9.09 100.00 3.24 

  2 川芎、赤芍 – 红花 9.09 78.95 3.62 

  3 川芎、红花 – 赤芍 9.09 65.22 3.71 

  4 川芎、赤芍 – 丹参 7.88 68.42 1.59 

  5 丹参、赤芍 – 川芎 7.88 81.25 2.63 

  6 红花、地龙 – 川芎 6.06 90.91 2.94 

  7 川芎、地龙 – 红花 6.06 76.92 3.53 

  8 红花、当归 – 川芎 6.06 71.43 2.31 

  9 川芎、当归 – 红花 6.06 71.43 3.27 

10 川芎、当归 – 黄芪 6.06 71.43 3.19 

11 红花、赤芍 – 丹参 6.06 66.67 1.55 

12 黄芪、红花 – 川芎 6.06 76.92 2.49 

13 三七、红花 – 川芎 6.06 71.43 2.31 

14 麝香、牛黄 – 冰片 5.45 100.00 5.00 

15 冰片、牛黄 – 麝香 5.45 90.00 12.38 

16 冰片、麝香 – 牛黄 5.45 90.00 13.50 

17 赤芍、地龙 – 川芎 5.45 90.00 2.91 

18 川芎、地龙 – 赤芍 5.45 69.23 3.94 

19 赤芍、当归 – 黄芪 5.45 90.00 4.01 

20 黄芪、赤芍 – 当归 5.45 75.00 5.16 

21 赤芍、当归 – 川芎 5.45 90.00 2.91 

22 黄芪、红花 – 当归 5.45 69.23 4.76 

23 红花、葛根 – 丹参 5.45 75.00 1.74 

24 黄芪、赤芍 – 川芎 5.45 75.00 2.43 

25 黄芪、红花 – 丹参 5.45 69.23 1.61 

表 4 高频中药 4 阶关联规则

序号 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1 丹参、川芎、红花 – 赤芍 6.06 71.43 4.06 

2 丹参、川芎、赤芍 – 红花 6.06 76.92 3.53 

3 丹参、红花、赤芍 – 川芎 6.06 100.00 3.24 

4 川芎、红花、赤芍 – 丹参 6.06 66.67 1.55 

表 5 高频中药聚类组合及功效总结

分类 中药组成 主要功效

C1 麝香、牛黄、蟾酥、冰片 开窍醒神、活血止痛

C2 葛根、制何首乌、山楂 滋阴养血、活血化瘀、化浊降脂

C3 天麻、全蝎、大黄 息风镇痉、逐瘀通络

C4 木香、石菖蒲 行气止痛、开窍豁痰

C5 牛膝、甘草 引血下行、缓急止痛

C6
黄芪、当归、地龙、桃仁、
川芎、红花、赤芍

补气、活血、通络

C7 人参、麦冬 益气养阴

C8 丹参、郁金 活血化瘀、行气止痛

C9 银杏叶、灯盏细辛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肌细胞纤维化、凋亡改善心肌重塑，抑制钙超载改善

心肌能量代谢 [12]。除上述两类药，组方较常配伍止

血药、开窍药和平肝息风药。止血药包括活血止血药

三七和凉血止血药槐花，以三七为主，约占止血药类

的 82.8%。三七按照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活血化瘀

专业委员会传统活血化瘀药分类标准也属于活血类药 
物 [13]。三七总皂苷可抗血小板、抗凝、保护心肌细胞

免受凋亡、促进心脏血管生成、降血脂、抗炎、抑制

血管内皮增生和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减轻动脉粥样硬

化、抗心律失常、改善左室重构等 [14]。开窍药中出现

频数最多的是冰片，单用可抗炎、抗氧化、抗凋亡、

抗凝血，改善能量代谢，作为佐剂能提高作用于心血

管疾病的药物浓度，增加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强药物

靶向作用并使其在病理部位富集 [15]。平肝息风药中出

现频数最多的是地龙，可溶栓、抗凝、降压、调节脂

代谢紊乱、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微循环等 [16]。

高频中药关联规则分析结果提示，支持度较高的

药对和药组为活血化瘀药配伍清热药中具有散瘀功效

图 3 高频中药关联规则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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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频中药聚类分析树状图

的药物，或补虚药中的补气药、补血药，或平肝息风

药中具有通经活络作用的药物，以及开窍药配伍平肝

息风药，如活血化瘀药与清热药配伍：赤芍 – 川芎，

丹参、红花、赤芍 – 川芎；活血化瘀药与补虚药配

伍：川芎、当归 – 红花，川芎、当归 – 黄芪；活血化

瘀药与平肝息风药配伍：地龙 – 川芎，红花、地龙 –
川芎，以及开窍药与平肝息风药配伍，如牛黄 – 麝

香，冰片、牛黄 – 麝香。支持度最高的 2、3、4 味 
药组合分别是赤芍 – 川芎，红花、赤芍 – 川芎，丹

参、川芎、红花 – 赤芍，组合提升度均 >2，说明川

芎、丹参、红花、赤芍 4 味中药联系密切，在心脑血

管病的治疗中可协同作用、增强疗效。由关联规则网

络图可知，箭头指向次数最多的药物是川芎、丹参、

红花，其次是赤芍、黄芪、冰片，提示这些中药较常

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综合以上 2 项研究结果，发现

川芎、丹参、红花和赤芍为活血化瘀类中成药治疗心

脑血管病的核心药物组方，这 4 味中药即冠心Ⅱ号去

降香，冠心Ⅱ号为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代

表方。研究提取的核心药物组方从侧面证实现有相当

数量的治疗心脑血管病活血化瘀类中成药是以冠心Ⅱ

号为基础方加减化裁而来，可视为现代活血化瘀中成

药的祖方。

高频中药聚类分析结果可见：聚类 C1 是麝香、

牛黄、蟾酥、冰片，开窍醒神、活血止痛，麝香通过

消除 ROS 和提高抗氧化酶活性抗 H9C2 心肌细胞损

伤 [17]，牛黄具有抗脑缺血性损伤、心脏保护、抗心

肌纤维化、促心肌血管生成等作用 [18]，蟾蜍二烯内

酯类成分有显著的强心活性，可增强心肌收缩力、增

大心搏出量、降低心率 [19]；聚类C2是葛根、制何首乌、

山楂，滋阴养血、活血化瘀、化浊降脂；聚类 C3 是

天麻、全蝎、大黄，息风镇痉、逐瘀通络；聚类 C4
是木香、石菖蒲，行气止痛、开窍豁痰，主治冠心病

心绞痛的活血通脉片及治疗脑血管疾病的龙生蛭胶囊

和醒脑再造丸均含此组合；聚类 C5 是牛膝、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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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血下行，缓急止痛；聚类 C6 是黄芪、当归、地龙、

桃仁、川芎、红花、赤芍，为经典方补阳还五汤，补

气、活血、通络，芪龙胶囊、脑心通胶囊、消栓口服

液等均含此组合；聚类 C7 是人参、麦冬，补气养阴

生津；聚类 C8 是丹参、郁金，活血化瘀，行气止痛；

聚类 C9 是银杏叶、灯盏细辛，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银杏叶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改善血液流变学、抗

血小板聚集等 [20]，灯盏花素可通过减少凋亡和氧化

应激来抗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损伤 [21]。

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对《中国药典》《医

保目录》及《基药目录》中收录的治疗心脑血管病活

血化瘀类中成药处方的组方规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

可为中医临床治疗心脑血管病遣方用药提供参考，也

为活血化瘀类中成药处方优化及新药研发提供思路。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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