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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互联网与大众生活的关系越

来越密切' 国家与社会对 -互联网c. 的发展日益

重视! 大数据( 数据挖掘更是吸引诸多学者的关

注! 掀起新的发展浪潮' 数据挖掘指从大量的( 有

噪声的( 不完整的( 模糊( 随机的数据中通过算法

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

' 以此来预测行业发

展趋势的隐含模式或规律' "%#$ 年 ; 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c. 行动的指导意见0! 该

文件的制定有助于提升 -互联网c. 相关技术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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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应用水平! 增强各行业的创新能力' 中医药是

中华民族的瑰宝! 中医药的数据挖掘是其现代化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互联网H( 背景下数据挖掘在中医药

领域的应用

#$!"概述

-互联网 c. 主要是指 -互联网 c各传统行

业.! 是指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 通过运用信息通

信技术使互联网与其他传统行业有机结合! 创造出

更新颖的发展方向' 数据挖掘是指通过多种方法在

大量堆积以及无序数据中将人们感兴趣的有效信息

剥离出来! 可以将过去和现在的信息进行对比与研

究! 帮助人们找到潜在的规律与信息! 从而更好地

预测未知的事情)#*

' 在 -互联网 c. 背景下! 数据

挖掘能够以特殊的视角使大数据技术( 信息检索技

术与统计学( 数据可视化(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多

个不同的领域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中药领域的数据挖掘

!"!"#$中药识别!中药对鉴定以及质量监控的现

代化( 统一化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们

关注的热点)"*

' 中药材种类多样! 来源丰富' 用量

方法因药材品种不同而有所不同' 同时中药组分复

杂( 交互作用多! 且具有多成分( 多靶点( 有效成

分不易确定等特点! 因此对中药领域的数据挖掘至

关重要' 就目前技术而言! 基于数据挖掘的中药识

别方法主要有图像识别和指纹图谱' 张小波)&*等探

究图像识别技术在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的应用情

况! 发现该技术在文字( 卫星遥感( 植物个体( 药

材样品和腊叶标本等 $ 类照片数据的基础上对中药

种类( 分布和数量识别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郝

燕)U*等对评价中药色谱指纹图谱多维多息 &; 个特

征参数进行数据挖掘! 包括 \和 .' 研究表明 U 个

主成分可以证实中药色谱指纹图谱信息规律'

!"!"!$新药开发!经过长期医疗方面的探索与实

践! 中药已经有明确的功能应用和性味归经' 在已

有的记录中寻找新的医用成分或不同的先导化合

物! 都是研发新型药物的有效途径' 通过数据挖掘

能够缩短开发和研究新型药物的时间' 向阳峰)$*利

用计算机数据挖掘的优势! 提出新的新药研究方

案! 通过对经典数据挖掘算法的改进! 使其在新药

研发的系统平台得到有效运用' 黄牛)'*在研究中发

现利用计算机数据挖掘辅助药物分子设计已经成为

新药研制的重要途径! 利用图形学显示系统! 结合

分子力学( 分子动力学和量子化学等计算方法来指

导药物设计已成为当今药物化学发展和新药开发的

前沿领域'

!"!"%$中药方剂及配伍规律!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可对单一复方配伍规律以及许多复方开展分析! 总

结相关规律! 寻找到一些隐匿的规律)'*

' 蒋志滨);*

将方剂配伍规律数据挖掘文献做出口! 对常用的数

据挖掘技术及方剂配伍规律研究中的应用进行系统

梳理! 指出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通过晚期胃癌

方剂数据挖掘分析实例! 结合自主设计的数据预处

理系统与开源数据挖掘平台说明该策略与方法在方

剂配伍规律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李振岳)<*采用频数

分析( 频繁集( 关联规则方法进行数据统计, 对证

型( 方剂( 药物等进行频数分析! 再运用频繁集和

关联规则对药物组合进行分析! 探讨药物的配伍规

律' 温俊茂)7*等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分析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稳定期的方剂配伍规律! 将 #&& 个方剂按照

药物矩阵和簇集分为不同类型! 得出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稳定期的治疗方法重在益脾肺气( 理气化痰(

活血化瘀( 润肺敛阴( 滋肾温阳的结论'

#$%"中医药文献的数据挖掘

!"%"#$概述!中医药文献数据主要来自古典文

献( 验尸验案等' 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对名家的中药

复方( 学术思想( 辨证方法等研究成果重新发现和

总结! 将中医药继续传承和发扬' 中医药数据具有

非线性和模糊性特点! 针对中医药数据具体性与挖

掘目标的不同性! 将不同方法结合进行处理! 通过

这种方式来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

!"%"!$频数分析!目前已有相关研究人员证实在

中医诊断中围绝经期综合征中主要存在近 "% 个证

候! 包括肝肾阴虚( 肾阳虚( 肾阴虚及肾阴阳两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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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心肾不交( 肝郁气滞及脾肾阳虚最为常见'

其中常见症状共 '$ 种! 涵盖如月经紊乱( 易怒(

失眠与烘热汗出( 头晕耳鸣( 纳呆以及腰膝酸软(

心悸等' 在病位方面! 主要以心( 肝( 脾( 肾为

主' 在病性方面! 主要是虚主' 在脉象方面! 主要

是细数( 沉细( 弦细为主' 在舌象方面! 主要是舌

淡或舌红( 苔薄或少苔多见)#%*

' 通过诸如此类的研

究证实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中医证候分布相对集

中)#%*

' 吕倩倩)##*等通过收集中药治疗癌性发热文

献中的处方用药! 以频数分析探讨现代临床中药治

疗癌性发热的组方原则及规律! 认为中药治疗癌性

发热应清补结合( 标本兼顾( 以治本为主' 彭逢

春)#"*等通过对临床数据的分析探索眩晕口服方药组

方的常用药物! 得出有效中药 #&" 味! 发现临床用

药以味温平( 味甘辛! 入肝脾经和补气类的药物

为主'

!"%"%$聚类分析!有研究者根据文献中的记载对

代谢综合征 %)?GDC@G02-L1GAEI?! )-& 中医辨证

分型进行聚类分析与频数统计' 研究证实痰淤互

结( 脾虚痰湿( 肝胃郁热( 气阴两虚( 肾阳亏虚(

血癖脉络( 阴虚热盛是 )- 的常见证型)#&*

' 钟小

雪)#U*通过收集 # %#7 例血脂异常患者! 采用聚类分

析和对应分析对其四诊信息进行中医证候及证候要

素的非线性降维和相关性研究! 血脂异常的中医证

候可分为 ' 类, 气滞证( 滚疲互阻证( 褒浊狙滞

证( 脾肾阳虚证( 脾气虚证和肾阳虚衰证' 任毅)#$*

等基于数据挖掘技术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代名老中

医治疗冠心病病案方药进行总结! 共分析方药 &<'

个! 结果显示老中医多以健脾化痰( 行气活血等药

物结合养心安神( 调补阴阳等药物组合治疗冠

心病'

!"%"&$文本挖掘!有研究者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中查阅有关中医治疗肥胖以及高脂血症的中

医文献! 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中医临床用药规

律! 研究证实大黄( 黄芭( 山植( 丹参( 白术( 泽

泻及半夏是治疗肥胖的常用药物' 这些药物中最为

核心药物是白术( 黄芭和大黄' 大黄( 丹参( 泽泻

是治疗高脂血症常用药物' 此外还有山植( 黄芭(

何首乌! 将丹参和山植作为治疗的核心药物' 研究

结果说明在治疗肥胖和高脂血症方面! 中医的处方

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

' 赵静)#;*等对中医药治

疗流行性感冒文本挖掘结果及诊疗方案进行比较分

析! 得出流感证候以风热犯卫的流感轻症为多见!

治疗方药以银翘散与麻杏石甘汤为主等结论' 刘国

山)#<*等用文本挖掘技术探索溃疡性结肠炎在中医药

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证型( 治则( 用药! 认为溃疡

性结肠炎在中医药领域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溃疡性

结肠炎的中医药辨证论治" 证型有脾胃虚弱型( 脾

肾阳虚型( 湿热内蕴型等" 治则有清热燥湿( 健脾

益气( 涩肠止泻" 常用的中药有灌肠方( 白头翁

汤( 锡类散等" 给药方式主要有中药灌肠( 中药保

留灌肠( 中药内服等'

#$&"中医诊断的数据挖掘

!"&"#$症候! %#& 关联规则' 通过观察中医数

据中冠心病的规律! 运用以向量法为基础改进的数

据关联规则挖掘算法' 以脉象( 舌质和发病诱因等

#< 个角度与 < 类冠心病的中医证型中研究出中医辨

证规律)#7*

' %"& 粗糙集方法' 以粗糙集约简模型

为基础! 以较高质量分类能力得到保障为基础! 高

效率提取出核心证候要素)#7*

' %&& 因子分析' 通

过因子分析法! 针对冠心病等多个症状开展数据挖

掘分类研究)#7*

' 提取出 ' 个公因子! 通过中医辨证

论治后确认为心脾两虚( 心肾阳虚( 气滞血癖( 气

虚痰浊( 气虚血癖( 气阴两虚' 冠心病心绞痛的主

要病机为气虚( 痰浊和血癖' %U& 主成分分析法'

有研究者通过文献出现的频率来对流行病学进行调

查研究!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火热证提取出 ' 个重

要成分)"% 4"#*

' 将这些成分分为 U 个类型! 这与临

床医学者的判断大致相同' %$& 其他方法' 通过单

因素分析与聚类分析( TEQ0:D02回归模型预测效果(

多因素TEQ0:D02回归分析( 3E2曲线评价等方法! 研

究出慢性肾炎症状特点与证型的关系)"#*

'

!"&"!$诊法! %#& 支持向量机' 有研究者通过

支持向量机开展胆囊炎患者的舌诊舌象研究' 其研

究结果与专家诊断的结果大致相同' 这说明支持向

量机对舌面图像存在分类鉴别能力)""*

' %"& 模糊

聚类' 有研究者以改进模糊聚类算法为方法! 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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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舌图像舌质舌苔分离法' 该方法可以缩短系统

运算时间! 还能够极大地加快聚类迭代速度)"#*

' 相

对于 #; 值分割法! 此方法得到的苔质分离效果更

加符合中医学的要求' %&& 其他方法' 通过两个光

谱仪来采集同一舌体数据' 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

偏最小二乘法( 神经网络( 间隔偏最小二乘法等多

种方法! 对采集到的上千例临床样本进行数据建模

与研究' 结果证实脂肪肝和高博血症等疾病与舌体

反射光谱之间有较大联系)""*

'

#$,"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大量的数

据与理论! 其数据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在 -互联网

c. 背景下数据挖掘技术的使用存在一些问题'

%#& 信息缺失' 对中医治疗疾病的诊断( 辨证( 组

方等方面进行数据挖掘! 文字描述占有绝大部分的

比重! 从而过多地增添定性内容! 导致部分信息的

缺失! 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医数据的不准确性和不完

整性' %"& 隐私保护' 中医诊断的某些疾病可能涉

及患者隐私! 以及部分中医有其个人的治疗方式(

治疗药物! 这些都属于不可公开的信息! 过度公开

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 数据繁杂' 中

医在记录病症的程序中可能存在许多重复和无关的

内容! 如临床病历数据! 可能患者一段时间内的数

据大致相同)""*

! 导致数据的重复' 另外某些疾病症

状相似! 不能简单根据文字描述进行诊断' %U& 不

规范' 漫长的发展历史以及个人因素导致中医数据

不够规范! 如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医生对同一病证

存在不同的命名或理解' 每种数据挖掘方法都有各

自的不足! 应不断探索! 运用更多的方法进行处

理! 从而提高数据挖掘的论证性与实践性)"U*

'

%"结语

在 -互联网c. 背景下进行中医药数据挖掘有

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重要的研究价值' 虽然尚存

不足之处! 但是可以在不断发展进程中探索全新的

技术和思路' 数据挖掘为中医药古典文献的保留研

究以及更广泛的发展应用提供良好的机遇! 通过现

代技术对中医药科学内涵进行证明! 加快中医药学

术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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