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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集“石氏伤科”第四代传人、国医大师石仰山教授弟子林定坤教授近年来的门诊治疗骨伤科疾病的处方，利用 Java
编程方式提取信息，并进行关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6 957首处方中，共涉及439味中药；当归、牛膝、丹参、川芎、独

活等为出现频次较多的常用药物；常用中药及药对以调气血药物为主；药物关联分析中，支持度、置信度、提升度较高的

各药物间隐含了石氏牛蒡子汤、逐痰通络汤、痰瘀阻络汤、独活寄生汤等方剂的药物组成。数据挖掘结果提示林定坤教授

临床用药注重调和气血，调补肝肾，重视痰湿，体现了石氏伤科“气血兼顾，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筋骨并重，内合肝

肾；调治兼邪，独重痰湿；勘审虚实，施以补泻”的中医骨伤科疾病的辨治思想，其处方用药是对石氏伤科经验方、骨伤

科经典方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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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ining of Medication Rules for Treatment of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by LIN Ding-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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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criptions for the outpatients of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Professor LIN Ding-Kun，a
disciple of Chinese medical master SHI Yang- Shan who is the descendant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SHI’s
Traumatology，were collected. Java programming was used for the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n the association
rules of the herb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oal of 6 957 prescriptions involving 439 herbs were
included. The commonly- used herbs were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Achyranthis Bidentatae， Radix
Salviae Miltiorrhizae，Rhizoma Chuanxiong，Radix Angelicae Pubescentis，etc. And the commonly-used herbs
and herbal pairs had the actions of regulating qi and blood. The results of association rul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erbs with high support， confidence， and lift covered the herbal compositions of the prescriptions of Shishi

Niubangzi Decoction，Zhutan Tongluo Decoction，Tanyu Zuluo Decoction，an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Data
mining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ofessor LIN Ding- Kun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ting qi and blood，
regulating liver and tonifying kidney，and removing phlegm and dampness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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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s，which embodies the thoughts of SHI’s Traumatology for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by
simultaneously regulating qi and blood and mainly regulating qi while firstly regulating blood， simultaneously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sinew and bone together with tonifying liver and kidney， removing the complicated
pathogens in particular the phlegm and dampness， and utilizing the methods of replenishing the deficient and
purging the excessive after distinguishing the deficiency and the excess. The medication rules of Professor LIN
Ding-Kun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enced recipes of SHI’s Traumatology and the classic recipes in the traumat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SHI’s Traumatology；SHI Yang-Shan；academic inheritance；medication

rules；data mining；LIN Ding-Kun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氏伤科”第四代

传人、国医大师石仰山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

家、伤科临床家、教育家、现代中医骨伤名师。

石仰山教授从医 60余载，为中医骨伤科学术传承

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石仰山教授理伤

续断注重实践，推崇“十三科一理贯之”的指导

思想，力求明其病理，察其病机，撮其要旨，结

合骨伤之特点，取其医理之精华，融古训与新知

于一体；临证时擅长气血兼顾，注重兼邪，突出

痰瘀，内外并重，脾肾同治，治病求本。其诊治

理伤的基本原则是气血兼顾，以血为先，以气为

主；针对伤筋动骨的疾患，主张筋骨并重，内合

肝肾；对于伤科疾病前后，风寒湿外侵为患时，

需调治兼邪，重视湿邪的论治，如石氏名方“牛

蒡子汤”中的君药牛蒡子、僵蚕，二者合用可祛

痰消肿、宣滞破结，助秦艽、独活舒筋活血等，

常用于痰湿入络之颈椎病、肩周炎等病症。外用

之剂的配伍以辛窜走窍药物为主，注重剂型改

革，疗效颇著 [1]。如石氏伤膏（现名“复方紫荆消

伤膏）为三色敷药的现代巴布剂型，其运用紫荆

皮、黄金子之味辛苦性温的特性以温经散瘀、活

血消肿，辅以祛风胜湿、活血化瘀之药，可用于

损伤各时期，也可治陈伤及寒湿痹痛。林定坤教

授为广东省名中医，于 2001年拜师石仰山教授，

致力于中医骨伤科的学术传承及中西医结合治疗

骨科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林定坤教授从事临

床与教学工作近 30年，全面继承和发扬了石氏伤

科的学术理论及思想，临证时博采众长，疗效颇

佳。本文运用数据挖掘方法分析林定坤教授骨科

门诊病历文本记录，探讨其治疗骨伤科的用药规

律，挖掘蕴含的隐性知识，以研究名医临床用药

特点，并基于国医大师石仰山教授的学术思想，

探讨林定坤教授治疗骨伤科疾病用药的学术传承

特点。

1 资料与方法

1. 1 门诊病例数据来源 收集 2007年至 2013年

广东省中医院门诊医疗信息管理系统中林定坤教

授的骨科治疗中心的门诊病例数据。数据主要包

括门诊时间、诊疗号、姓名、性别等一般信息，

以及症状、体征、中医诊断、西医诊断、西药处

方、中药处方、检查项目等诊疗信息。门诊部医

疗信息管理系统在设计时已自动进行规范化，导

入了标准的中药名称、中医证候名称、国际疾病

分类标准编码（ICD-10）、中医药名词术语等数

据。数据提取过程中对患者隐私进行数据保护。

本文仅初步分析中药处方。

1.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通过目标分析和数据理解

两个步骤，对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预处理。在预

处理环节，主要利用文本处理技术对非结构化的

文本进行数据提取。部分项目由于数据更新不及

时、手工录入疏忽或其他原因导致记录缺失。考

虑到患者的基本信息和诊疗方案的隐私性，本文

不对姓名或年龄缺失的记录做处理，只对口服中

药记录内容做提取，外用中药疗法等记录亦不在

提取范围内。本数据挖掘利用 Java编程方式，结

合正则表达式，从文本数据中匹配出所要分析的

目标数据，提取完整有效的门诊记录，形成

“patient”和“medicine”共 2个文本，基本信息包

括门诊编号、年龄、性别及中药名称。每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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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一个中药处方，若同一患者服用过 2个处方，

即有2条记录。

2 结果

2. 1 基本数据信息 共提取了完整有效的门诊记

录 6 957条（就诊例次），其中男性 2 613例次，女

性 4 344例次，分别占 38%和 62%；纳入的门诊病

例的平均年龄约为 52岁，涉及的骨伤科的病种有

20余种，出现频率较高者以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膝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

为主，具体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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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的病种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2. 2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的中药分布

情况 在6 957首处方中，总共出现了439味中药；

其中，当归、牛膝、丹参、川芎和独活出现的频

次较多，支持度计数分别为 3 496、2 819、2 720、
2 039 和 1 901，其他中药的支持度计数总和为

65 444（支持度计数指整个事务数据集中包含的特

定项集的事务数）。每条病历记录（对应一个中药

处方）中的中药集合数目在 1 ~ 24、27、62的范围

内变化。平均每条记录出现的中药处方约为

11.27项。中药集合项数的密度函数分布和出现最

频繁的前20味中药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2. 3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药物的关联规则

分析 在建模环节，运用Apriori算法对诊疗项目

中的中药处方进行关联规则挖掘。该算法主要有

频繁项集挖掘和强规则生成两大步骤。关联规则

挖掘算法涉及项集、支持度计数、强关联规则、

频繁项集、支持度、置信度和提升度等概念。项

集指数据项目的集合，包含 k个不同项目的项集称

为“k-项集”。规则A=>B的支持度指同时包含A
和B的事务在所有事务中出现的频率（即事务数据

集中包含项目 A 和 B 的事务占所有事务的百分

比）。强关联规指根据用户预定义的支持度和置信

度阈值，规则支持度和置信度不小于最小阈值的

规则。频繁项集指支持度不小于最小支持度阈值

的项集；置信度指在项目A出现的情况下，项目B
出现的频率（即事务数据集中同时包含项目A和B
的事务占包含项目A的事务的百分比）。除了支持

度和置信度之外，提升度也是用于度量关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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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药物中居前20位的

药物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the leading 20 herb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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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的药物集合项数的

密度函数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density function of herbal
set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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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的指标，提升度用规则后项置信度与规则后

项的支持度的比值来表示。规则提升度接近1，说

明规则前项并没有使规则后项发生的概率提高太

多，即说明这样的关联规则没有明显意义，反之

提升度远大于1的关联规则更有价值。

2. 3. 1 支持度分析 在中药项目集合中，共有

6 957条事务数据记录和439个中药项目，频繁1项
集（单味药）、2项集（药对）和3项集（药物组合）如

表 1 ~ 表 3所示（仅列出前 15项，设置最小支持度

阈值为 0.05）。表 1所示的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

处方的常用药物中，当归、丹参、白芍养血活

血，川芎、黄芪、陈皮补气行气，牛膝、杜仲、

桑寄生、党参、肉桂、甘草补益肝肾、固护脾

胃，独活、桂枝祛风胜湿、温经散寒止痛，总体

体现了石氏伤科“气血兼顾，调治兼邪，审虚

实，施补泻”的学术思想。

表 2 ~ 表 3的药对及药物组合中，气、血药物

最多，充分体现了石氏伤科“以气为主，以血为

先”的理念。当归、黄芪，僵蚕、牛蒡子为石仰

山教授常用的药对。当归配黄芪，黄芪甘、微

温，归脾、肺经，温分肉而实腠理，益元气而补

三焦，配伍后相为辅佐，气血并治，通补兼顾 [1]。

僵蚕、牛蒡子药对长于化痰湿，牛蒡子性凉味辛

苦，祛痰消肿，通行十二经络，僵蚕性平味辛

咸，祛风解痉，化痰散结，配伍可行十二经脉、

开破痰结、导其结滞、宣达气血、滑利关节[1]。此

外，药物组合中当归配伍行气活血药、补益肝肾

药最为多见，提示林定坤教授在临床运用中药时

非常重视补脏腑、和气血、通经络、强筋骨[2]。当

归味甘、辛、温，归肝、心、脾经，长于补血、

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为补血圣药、血中
气药[3]。当归配气中血药之川芎、收敛之白芍、补

气之黄芪、益肝肾之桑寄生、温经之桂枝，可起

到活血、养血、补血、补气、行气之功。

2. 3. 2 置信度分析 考虑到中药的支持度计数，

为了有效挖掘不太明显的关联规则，在关联规则

挖掘算法中，设置最小的支持度阈值为0.1（即1个
症状在项目集合中的支持度计数至少要达到

6 957 × 0.1，约为700），同时设置最小置信度阈值

为 0.8（即当关联规则的置信度超过 0.8时，才认为

得到的规则为强关联规则）。经过关联规则挖掘，

最终可得到强关联规则共127条，根据规则提升度

评价指标，排名前15位的关联规则见表4。

表1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中的常用药物分析

Table 1 The commonly-used herb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中药

当归

牛膝

丹参

川芎

独活

白芍

杜仲

黄芪

支持度

0.502 515 452
0.405 203 392
0.390 973 121
0.293 086 100
0.273 249 964
0.264 338 077
0.257 869 771
0.255 138 709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中药

陈皮

甘草

桑寄生

党参

炙甘草

肉桂

桂枝

支持度

0.248 526 664
0.225 384 505
0.196 349 001
0.180 250 108
0.176 369 125
0.175 075 464
0.174 213 023

表2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中的常用药对分析

Table 2 The commonly-used herbal pair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频繁项集

川芎，当归

当归，牛膝

川芎，牛膝

白芍，当归

杜仲，牛膝

当归，桑寄生

当归，黄芪

独活，牛膝

支持度

0.244 501 9
0.215 897 7
0.209 573 1
0.201 523 6
0.189 880 7
0.173 925 5
0.168 607 2
0.157 107 9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频繁项集

当归，杜仲

赤芍，当归

独活，杜仲

当归，桂枝

白芍，牛膝

陈皮，当归

丹参，牛蒡子

支持度

0.153 514 4
0.151 502 1
0.145 465 0
0.142 446 5
0.141 440 3
0.140 577 8
0.138 278 0

表3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中的常用药物组合分析

Table 3 The commonly-used herbal combination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频繁项集

川芎，当归，牛膝

川芎，杜仲，牛膝

赤芍，川芎，当归

独活，杜仲，桑寄生

白芍，当归，桂枝

白芍，川芎，当归

当归，独活，杜仲

独活，杜仲，牛膝

当归，杜仲，牛膝

丹参，僵蚕，牛蒡子

当归，杜仲，桑寄生

当归，独活，桑寄生

当归，独活，牛膝

杜仲，牛膝，桑寄生

独活，牛膝，桑寄生

支持度

0.174 644 2
0.130 084 8
0.128 216 2
0.126 778 8
0.126 347 6
0.126 347 6
0.125 053 9
0.122 610 3
0.122 610 3
0.121 172 9
0.119 591 8
0.118 585 6
0.116 285 8
0.112 979 7
0.112 6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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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知，上述关联规则均超过了最小支持

度和最小置信度阈值，同时提升度大于1，这些规

则可归属统计意义显著的强关联规则。为了更加

直观清晰地体现关联规则蕴含的意义，可对关联

规则结果进行可视化，见图 4与图 5。图 4所示为

分析得到的 127条规则前后项的气泡矩阵图，图 5

为中药之间的关系网状图（节点大小表示规则支持

度的高低，节点颜色深浅表示规则提升度的高

低）。从图 5中除了能观察到类似图 4中体现出来

的关联规则强弱，同时可以看出中药间关系的密

切程度。

关联规则清晰地体现了药物间的因果关系。

表4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药物的关联规则

Table 4 The leading association rules of the herb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规则

{独活，杜仲，牛膝}=>{秦艽}
{独活，杜仲，桑寄生}=>{秦艽}
{当归，独活，杜仲}=>{秦艽}
{丹参，僵蚕}=>{牛蒡子}
{丹参，牛蒡子}=>{僵蚕}
{当归，红花}=>{赤芍}
{僵蚕}=>{牛蒡子}
{牛蒡子}=>{僵蚕}
{白芍，独活，杜仲}=>{桑寄生}
{独活，杜仲，秦艽}=>{桑寄生}
{白芍，独活，牛膝}=>{桑寄生}
{杜仲，秦艽}=>{桑寄生}
{当归，独活，杜仲，牛膝}=>{桑寄生}
{当归，独活，杜仲}=>{桑寄生}
{独活，秦艽}=>{桑寄生}

支持度

0.104 067 8
0.101 768 0
0.100 330 6
0.121 172 9
0.121 172 9
0.107 805 1
0.126 778 8
0.126 778 8
0.101 193 0
0.101 768 0
0.100 043 1
0.101 768 0
0.103 205 4
0.116 573 2
0.102 199 2

置信度

0.848 769 1
0.802 721 1
0.802 298 9
0.908 405 2
0.876 299 4
0.893 921 3
0.831 291 2
0.818 941 5
0.959 128 1
0.955 465 6
0.949 522 5
0.949 061 7
0.939 790 6
0.932 183 9
0.916 237 1

提升度

7.446 263
7.042 283
7.038 579
5.867 943
5.745 914
5.567 601
5.369 817
5.369 817
4.884 813
4.866 160
4.835 892
4.833 545
4.786 327
4.747 587
4.666 370

LHS表示关联规则前项；RHS表示规则后项；气泡大小表示规则的支持度高低，气泡颜色深浅表示规则提升度的高低

图4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药物的127条关联规则的前后项的气泡矩阵图

Figure 4 The bubble matrix of the antecedent and the consequent of the 127 association rules of the herb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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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丹参、僵蚕、牛蒡子 3味药关联度较高，

3 者的药物组合为石氏牛蒡子汤 [4]（牛蒡子、白僵

蚕、丹参、白蒺藜、独活、秦艽、白芷、半夏、

桑枝）、逐痰通络汤[1]（牛蒡子、白僵蚕、白芥子、

炙地龙、泽漆、制南星、金雀根、丹参、全当

归、川牛膝、生甘草）的君药。从图 4 ~ 图 5还可

看到土鳖虫与丹参、僵蚕、牛蒡子的关系，这几

味药即为痰瘀阻络汤 [1]（牛蒡子、土鳖虫、僵蚕、

独活、白芷、半夏、丹参、制南星、白蒺藜）的主

要组成药物。丹参、僵蚕、牛蒡子药物组合及土

鳖虫、丹参、僵蚕、牛蒡子的药物组合体现了石

氏伤科调治兼邪、独重痰湿的学术思想。此外，

从关联结果可以看出，林定坤教授多采用补益肝

肾、活血化瘀之法。独活、牛膝、杜仲、桑寄

生、秦艽之间的关联度较高，该组合为《备急千

金要方》中独活寄生汤（独活、桑寄生、杜仲、牛

膝、细辛、秦艽、茯苓、肉桂心、防风、川芎、

人参、甘草、当归、白芍、干地黄）的主要成分，

主治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兼风寒湿邪外侵之证。

当归、红花、赤芍关联度较高，该组合有养血活

血祛瘀之功。

3 讨论
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探讨中药方剂配伍规律，

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临证经验，从而更好地继承

学术思想。非结构化的病历文本数据隐含了患者

的基本信息、症状、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信息或

联系，有效挖掘这些数据能够为预测预判患者的

状况、诊断或治疗等提供依据。本文在深入理解

这些门诊病历文本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文本处理

技术提取有效数据，并结合经典的数据挖掘方

法——关联规则分析，以目前生物医疗数据挖掘

领域主流的R语言工具对这些数据隐含的关联信

息进行挖掘，为探讨中医学术传承提供思路。

石氏伤科为我国骨伤科重要学术流派之一，

历经石兰亭（第一代）、石晓山（第二代）、石筱山

与石幼山（第三代）三代人的探索与积累，以及第

四代传人、国医大师石仰山教授等的继承与创

新，总结出了石氏伤科“气血兼顾，以气为主，

以血为先；筋骨并重，内合肝肾；调治兼邪，独

重痰湿；勘审虚实，施以补泻”的中医骨伤科疾

病的辨治思想[1]。林定坤教授师承石仰山教授，经

恩师口传身授，并结合现代医学，在中医骨伤科

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有较深的造诣。本数据

挖掘分析结果显示，林定坤教授门诊治疗的骨伤

科疾病以中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为主。从提取的

药物信息来看，前 15味药物支持度高达 17%或以

上，其中又以气血药物居多，且包含当归、川芎

的药对及药物组合支持度较高，充分体现了石氏

伤科内治的“气血兼顾”的基本原则。肢体之活

动、血的化生等皆依赖于气之充养，而积瘀阻道

则妨碍气行，故以气为主是常法，以血为先是变

法。石氏伤科认为，损伤气血属气脉闭塞，经络

凝滞之类，易于痰聚为患，且与风、寒、湿、瘀

诸邪相合为患，反复损伤致气血呆滞，痰湿留

恋，痰瘀交凝，筋损失用，而成缠绵难已之痛

疾 [1]。僵蚕、牛蒡子、土鳖虫、丹参间的关联性，

体现了林定坤教授辨治骨伤科疾病以石氏伤科的

“兼邪论治，独重痰湿”理念 [4]。在关联规则分析

中，还得到了石氏牛蒡子汤、逐痰通络汤、痰瘀

阻络汤，及经典方独活寄生汤等方剂的主要组成

药物。描述性药物分析中则蕴含了诸如补阳还五

汤、黄芪五物汤、当归四逆汤、芍药甘草汤、活

血舒筋丸、固腰汤、当归补血汤、益气养经汤等

常用方的组成。这些方剂的处方思想也体现了石

氏伤科在固守的基础上以通为治，在固肾强脊之

中，通利祛邪，标本兼治 [5-6]。此外，林定坤教授

图5 林定坤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药物的关系网状图

Figure 5 Net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herb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s treated

by LIN Ding-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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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时常根据岭南多湿的特点，加用祛风除湿之

药，如独活、防风等。以上分析提示林定坤教授

辨治骨伤科疾病处方用药的基本特点是对石氏伤

科经验方、骨伤科经典方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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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海论治心系疾病学术思想探讨

王丽莹 1， 靳利利 2， 何鑫 1 （指导：王清海 2）

（1. 广州中医院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2.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广州 510095）

摘要：对王清海教授论治心系疾病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王清海教授根据心系疾病的发病特点，结合历代医家治疗心系疾

病的学术思想及经验，提出温阳通脉法是治疗心系疾病的基本大法。提出以“脉痹”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中医病名，“本虚

标实，痰瘀互结，脉道痹阻”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病机关键，以温补阳气、行气化痰、活血化瘀为主要治法，并研制出

血脉疏通颗粒（主要由黄芪、党参、桂枝、水蛭、地龙、红花、三七、陈皮、丹参等组成）用治动脉粥样硬化。通过补虚、

开郁、化痰、活血而达“温通”以治疗冠心病；采用补心泻肺温通法治疗心衰病。根据高血压的血管病变实质，提出以

“脉胀”作为高血压的中医病名，并提倡从“血脉辨证”论治高血压；认为高血压可归属血脉病变，与五脏相关，按照“病

在血”或“病在脉”进行血脉辨证，更能反映其病变进程。并善用经方治疗心系疾病，如运用抵当汤治疗经皮冠状动脉腔

内成形术（PTCA）后再狭窄，运用桂枝加桂汤治疗高度房室传导阻滞，运用桂枝加附子汤加减治疗顽固性心律失常，以及运

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高血压伴心动过缓等。

关键词：心系疾病；温阳通脉；脉痹；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血脉疏通颗粒；高血压；脉胀；经方；王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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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Academic Thoughts of WANG Qing-Hai for the Treatment
of Heart Diseases

WANG Li-Ying1， JIN Li-Li2， HE Xin1（Advisor：WANG Qing-Hai2）
（1. The Fifth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China；

2. Guangdong Seco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Guangzhou 510095 Guangdong，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Professor WANG Qing- Hai for the treatment of heart diseases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pathogenesis of heart diseases，and the academic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of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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