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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的用药规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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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挖掘国家专利数据库中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的用药规律。【方法】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关于

肺癌化疗期的中药复方专利，将中药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中，统计药物频次，进行药物关联组合及关联规则分析，

并提取内在核心组合和新方组合。【结果】共录入89首处方，涉及390味中药。其中用药频次较高的有黄芪、甘草、白花蛇

舌草、麦冬、半枝莲、人参、白术、茯苓、当归、川贝母、半夏、瓜蒌等；常用药物组合有“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黄

芪，白术”“黄芪，甘草”“人参，黄芪”等，频度较高的药物关联规则有“白术→黄芪”和“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并挖

掘出内在核心组合8个以及新方4首。【结论】治疗肺癌化疗期以扶正固本、兼顾祛邪为原则。扶正以益气养阴、固肾健脾为

主，尤以补益肺脾气阴为核心；祛邪则在解毒抗癌的基础上，以活血化瘀、理气化痰为基本治法。各专利中药复方的用药

具有以下特点：补气健脾以培土生金，祛瘀化痰以散结除积，清热解毒以抗癌消瘤，养阴生津以补虚清燥，固本补肾以填

精益髓疗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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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Medication Rules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motherapy

Reported in the Pate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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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China；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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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probe into the medication rules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motherapy reported in the patent literature. Methods The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at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motherapy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website of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The herbs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atents
were input in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Support System（TCMISS）V2.5 for the calculation of
medication frequency and for the analysis of herbal association combinations and association rules，and then the
inner core combinations and new candidate prescriptions were extracted. Results A total of 89 prescriptions were
input， including 390 herbs. The herbs with high medication frequency were Radix Astragali， Radix
Glycyrrhizae，Herba Hedyotis Diffusae，Radix Ophiopogonis，Herba Portulacae Grandiflorae，Radix Ginseng，
Rhizom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Poria，Radix Angelicae Sinensis，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Rhizoma
Pinelliae， Fructus Trichosanthis， etc.. The commonly- used herbal combinations included “Herba Hedyotis
Diffusae，Herba Portulacae Grandiflorae”，“Radix Astragali，Rhizom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Radix

·理论探讨与文献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1年9月第38卷第9期
September 2021，Vol. 38，No. 9 2009



Astragali，Radix Glycyrrhizae”，“Radix Ginseng，Radix Astragali”，etc.. The high-frequency herbal association
rules included “Rhizom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Radix Astragali” and “Herba Portulacae Grandiflorae→
Herba Hedyotis Diffusae”，and 8 inner core herbal combinations and 4 new candidate prescriptions were mined
out.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motherapy follows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s
of supporting healthy qi and consolidating vital base， and simultaneously expelling pathogens if necessary.
Supporting healthy qi can be achieved mainly by invigorating qi and nourishing yin， consolidating kidney and
invigorating spleen， in particular by supplementing qi and yin of lung and spleen. Expelling pathogens can be
achieved by activating blood and removing stasis， regulating qi movement and resolving phlegm on the basis of
removing toxin and counteracting tumor. The me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patents
are as follows：replenishing qi and invigorating spleen for strengthening earth to support metal，eliminating blood
stasis and resolving phlegm for dissipating and eliminating masses， clearing away heat and removing toxin for
eliminating cancer， nourishing yin to produce fluid for tonifying deficiency and clearing dryness， and
consolidating vital base and tonifying kidney for replenishing essence and marrow to treat the deficiency syndrome.
Keywords： lung cancer；chemotherapy；national patent database；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Support System（TCMISS）； medication rules

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1]显示，2015年我国肺癌

发病率（57.26/10万）和死亡率（45.87/10万）均在我

国恶性肿瘤排行的首位。化疗是目前治疗肺癌的

重要手段，可用于术前或者术后，以及不可手术

患者的治疗。化疗在剿杀肿瘤细胞、延长患者生

存时间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疗效，但仍然存在疗效

不显著、不良反应多、多药耐药、耐受性差等缺

陷，降低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了化疗的顺利

进行 [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 [3]表明，在

化疗的基础上配合中医药治疗，既可充分发挥化

疗药物对肿瘤的直接治疗作用，又体现了中医药

治疗兼顾整体的特点，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

补，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纯化疗的不足。化疗

期间及早介入中医药治疗，在增强免疫力，提高

患者自我康复能力，降低、控制化疗相关毒副反

应，增强化疗敏感性，逆转肿瘤的多药耐药性等

方面，均取得确切的疗效[4-5]。

受原发疾病和化疗作用的多重影响，肺癌患

者化疗期的病情错综复杂。中医认为，肺癌的形

成大多与气滞、血瘀、痰凝、毒聚有关[6]。化疗作

为一种侵袭性抗肿瘤治疗手段，在对局部有效消

瘤的同时，也损伤人体诸脏，尤以脾肾为著。化

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如骨髓抑制及消化道反应与脾

肾功能密切相关。先后天之本受累，气血生化乏

源，肾失主骨生髓之能，则见造血功能不足、感

染及出血倾向等骨髓抑制表现；脾失运化，痰阻

气机，胃失和降，则见胃纳减退、恶心呕吐、脘

腹胀满等胃肠道不良反应。此外，部分化疗药还

会导致极度倦乏、脱发、低热、失眠等化疗相关

毒副反应。肺癌化疗期所产生的一系列证候表

现可归属于中医学“虚劳”的范畴。

本研究收集经临床或药理研究验证有效并获

得发明专利，且由国家专利数据库收录的应用于

肺癌化疗期的中药复方，整理并录入中医传承辅

助平台（V2.5）进行数据挖掘分析，以更好地指导

肺癌化疗期的中医临床辅助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登录网址 http：//epub.cnipa.gov.
cn/gjcx.jsp直接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高级

查询”界面，在文本的“摘要/简要说明”项目中

以“中药 or 草药”and“肺癌”and“化疗” 进行

专利“查询”。检索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

1. 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经临床实践或药理研

究等证实有效的发明专利；纳入的相关专利的说

明书摘要中，明确指出该中药复方应用于肺癌化

疗期，且为内服方，药物组成不少于2味。排除饮

品类或食品类专利。

1. 3 数据规范化处理 将纳入的中药复方录入

Microsoft Excel中。录入的内容包括发明名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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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号、中药复方组成、剂型等。以 2015年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7]为标准，对录入的中

药复方名称进行规范。如将“淮山”统一录入为

“山药”，将“七叶一枝花”统一录入为“重楼”

等。

1. 4 数据统计与分析 将规范化处理后的数据录

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并执行频次统计、

药物关联分析、内在核心组合及新方分析等相关

操作。

2 结果

2. 1 用药频次统计 共纳入89首中药复方，包含

390味中药，其中使用频次≥14次的中药由高到低

依次为：黄芪、甘草、白花蛇舌草、麦冬、半枝

莲、人参、白术、茯苓、当归、川贝母、半夏、

瓜蒌等。用药频次 ≥ 9次的药物共 29味中药，见

表1。
表1 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中出现频次

≥9次的药物

Table 1 Herbs with the frequency ≥ 9 in the patent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lung cancer
i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chemotherapy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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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

黄芪

甘草

白花蛇舌草

麦冬

半枝莲

人参

白术

茯苓

当归

川贝母

半夏

瓜蒌

三七

莪术

薏苡仁

频次（次）

35
24
22
19
19
18
16
15
15
15
14
14
13
13
11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药物

桔梗

党参

百合

蜈蚣

山慈菇

重楼

灵芝

鱼腥草

蒲公英

枸杞子

西洋参

丹参

僵蚕

陈皮

频次（次）

11
11
11
10
10
10
10
10
10
9
9
9
9
9

2. 2 药对组合及关联规则 根据 Apriori算法 [8]，

支持度较低时，药物使用情况展现更全面，故本

研究设置支持度 ≥ 0.1，置信度 ≥ 0.65。根据以上

参数设置，由“组方规则”分析得到支持度 ≥ 0.1
的药物组合共10对，具体见表2。居前4位的药对

组合分别为“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黄芪，白

术”“黄芪，甘草”“人参，黄芪”。置信度 ≥ 0.65的
药物关联规则有 2个，分别为“白术→黄芪”（置

信度 0.6875）和“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置信度

0.6842）。并绘制网络化展示图直观展示其药物组

合的关联规则，见图1。
表2 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药物中支持度

≥ 0.1的中药组合

Table 2 Herbal combinations with the support ≥ 0.1 in
herbs of the patent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lung

cancer i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chemotherapy

序号

1
2
3
4
5

药物组合

白花蛇舌草，半枝莲

黄芪，白术

黄芪，甘草

人参，黄芪

白花蛇舌草，黄芪

频次
（次）

13
11
10
10
9

序号

6
7
8
9
10

药物组合

麦冬，黄芪

黄芪，当归

黄芪，川贝母

黄芪，半枝莲

白术，茯苓

频次
（次）

9
9
9
9
9

图1 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药物中的关联规则分析

的网络化展示（支持度 ≥ 0.1）
Figure 1 Network diagram for the results of herbal
association rules in the herbs of the patent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lung cancer i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chemotherapy（support ≥ 0.1）

2. 3 内在核心组合及新方 根据复杂系统熵聚类

法，当设置相关度 8，惩罚度 2时，得到核心组合

及新方组合规律，见表3、表4、图2。数据挖掘结

果较符合相关报道[9-10]。

3 讨论

3. 1 肺癌化疗期用药频次统计分析 肺癌患者化

疗期间，受疾病因素和化疗因素的双重交互影

响，其病机变化较为复杂。由于癌瘤的长期消

李泽云，等． 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的用药规律探讨第 9期 2011



耗，患者肺脾气虚，无力推动血运，津液失输，

聚津成痰，终成气滞、血瘀、痰凝、毒聚之证。

化疗药物可归属中药的峻猛攻邪之品，易破气伐

血伤津。加之癌瘤的长期消耗，导致肺癌患者化

疗期间人体脏腑气血阴阳虚损，尤以气阴两虚为

主[11]。补法可扶正，然妄补亦可助邪；化邪不可太

过，过则易损伤人体正气。本研究对肺癌患者化

疗期间专利中药复方的数据挖掘结果显示，高频

核心中药包括以下几类：补气药如黄芪、甘草、

人参、白术、党参、西洋参等；滋阴养血药如麦

冬、当归、百合、枸杞子等；清热解毒药如白花

蛇舌草、半枝莲、山慈菇、重楼、鱼腥草、蒲公

英等；化痰止咳平喘药如川贝母、半夏、瓜蒌、

桔梗等；活血通络药如莪术、丹参、蜈蚣、僵蚕

等。使用频次最高的黄芪，乃补气之圣药。黄芪

提取物能增强特异性体液免疫，还能改善造血功

能，降低化疗对造血功能的影响。此外，动物实

验研究表明黄芪能显著抑制环磷酰胺引发的基因

突变[12]。

3. 2 肺癌化疗期药对组合及关联规则分析 国医

大师周岱翰提出“土健以灌四旁，论治不忘补

中”的学术指导思想，适用于治疗免疫低下的肺

癌化疗期及体虚患者 [13]。本数据挖掘设定支持

度 ≥ 0.1后得到的肺癌的药物组合包括“黄芪，白

术”“黄芪，甘草”“人参，黄芪”等；置信度 ≥
0.65的药物关联规则包括“白术→黄芪”。白术甘

温补虚，苦温燥湿，为安脾胃、祛湿浊之神品，

名医张锡纯谓其“善健脾胃，消痰水”；甘草甘温

平补，《神农本草经》[14]记载其可“坚筋骨，长肌

肉，倍气力”，又能缓和烈性，刚药得之和其性，

毒药得之解其毒，为补虚解毒之要药，素有“国

老”之称，应用于化疗期，能减轻毒副作用；人

参主补五脏，气虚血虚俱能补，又能生津止渴。

黄芪与白术、甘草、人参配伍，可扶植脾胃、补

土而和中。药物组合和关联规则均包含“半枝

莲、白花蛇舌草”，二者为治疗肺癌常用药物，具

有清热解毒、消肿软坚等功效，可解血热之癌

毒。体内外药理实验[15]显示，二者在增强机体免疫

力、抗致突变作用、抑制端粒酶活性和癌细胞增

殖等抗肿瘤方面具有协同增效作用。此外，药物

组合还包含黄芪与麦冬、当归、川贝母、白花蛇

舌草、半枝莲等药物的配伍，可扶正祛邪，消补

兼施，以补为主，均体现以益气养阴、顾护脾胃

为要，兼化瘀通络，解毒抗癌的治疗原则。

3. 3 肺癌化疗期用药内在核心组合及新方分析

肺癌化疗期患者因化疗药物峻猛攻邪，中伤脾

胃，脾胃不能正常运作，导致气血生化无源；同

时化疗药物具“火热之性”特点，燔灼津液，故

多见气阴两虚之证[16]。该阶段以“益气养阴”为基

表3 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药物的内在核心组合

Table 3 Core herbal combinations obtained from the
herbs of the patent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lung

cancer i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chemotherapy

序号

1
2
3
4

核心组合

党参，白术，麦冬

川芎，玄参，紫背天葵

薏苡仁，猫爪草，红景天

枸杞子，麦芽，菟丝子

序号

5
6
7
8

核心组合

百部，麦冬，川贝母

桂枝，玄参，白仙茅

薏苡仁，百合，川贝母

枸杞子，鸡内金，山药

表4 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药物的新方组合

Table 4 New candidate recipes obtained from the herbs
of the patent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lung
cancer i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chemotherapy

序号

1
2
3
4

新方组合

党参，白术，麦冬，百部，川贝母

川芎，玄参，紫背天葵，桂枝，白仙茅

薏苡仁，猫爪草，红景天，百合，川贝母

枸杞子，麦芽，菟丝子，鸡内金，山药

图2 治疗肺癌化疗期专利中药复方药物的新方组合

的网络化展示

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the new candidate recipes
obtained from the herbs of the patent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for lung cancer i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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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治疗原则之一，并注重“化痰清金”，以减轻化

疗所带来的创损[17]。本数据挖掘得到的新方组合 1
（党参、白术、麦冬、百部、川贝母）中，党参补

益脾肺、益气生津养血，健脾运而不燥，润肺而

不致寒凉；白术素有“补气健脾第一要药”之

称，可扶植脾胃。党参、白术配伍可健旺中气，

土旺则能健运，培土亦能生金。麦冬甘寒养阴生

津，作用平和，能清肺热、养肺阴；川贝母清润

化痰散结，常配麦冬以养阴润肺，化痰止咳；百

部微温不燥，功在润肺消痰平喘，与川贝母同

用，增强润肺止咳之功效。各药共奏肺脾气阴双

补之效，使补阴而不滋腻，益气而不生热。

癌毒闭郁肺络，肺气不宣，脉道滞涩，血液

不能正常循行而变生瘀血。新方组合 2（川芎、玄

参、紫背天葵、桂枝、白仙茅）中，川芎其性善

散，为血中气药，活血化瘀之力强，擅消气滞血

阻所致的各种积聚痞块；配伍紫背天葵增强祛瘀

活血之功；玄参清金补水，滋阴散结，阴血同源

可使脉道充盈，活血化瘀。玄参与川芎、紫背天

葵合用，活血而又不伤正。癌肿为有形之物，属

阴邪，治之宜温。然肺癌寒热病机错综复杂，正

如《读医随笔》[18]记载的“肺中伏风，有专寒者，

有夹温者”，不可一概而论。临床对于寒凝血瘀的

患者，治疗重在活血化瘀，配以温阳之品[19]。白仙

茅性温味甘微苦，活血舒筋，益肺健脾，补肾壮

阳；桂枝辛温，通阳导寒，能缓解晚期肺癌阴寒

湿聚之证候，与诸活血药同用，可温通血脉以助

药力，清除滞留在经脉内的寒气。由此组合而成

的新方2可共奏活血化瘀、滋阴壮阳之效，使活血

消癥而又不伤正。

肺癌化疗期间病理产物多为痰瘀，一者因肾

居下焦为水脏，化疗药物损及肾脏，蒸化失司，

水湿泛滥；二者因化疗中伤脾胃，脾失运化，水

湿积聚；三者因肺虚无力推动血运，津液失输，

聚津成疾，易郁而化热，终成痰凝、血瘀、毒聚

之证，而化疗又进一步加重气阴耗损[20]。清肺金祛

外邪，应多从化痰考虑，同时配伍益气养阴之

品。新方 3（薏苡仁、猫爪草、红景天、百合、川

贝母）中，薏苡仁甘淡微寒，健脾清肺，解毒散

结。由薏苡仁提取的有效成分康莱特，为双相广

谱抗癌药，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辅助治疗，同

时对化疗有增效减毒作用[21]。猫爪草为临床攻解癌

毒常用药，有化痰散结、解毒消肿之功效。现代

药理研究[22]表明，猫爪草可以通过多成分、多靶点

发挥抗癌作用，同时具有免疫兴奋作用。红景天

通脉平喘，益气健脾；现代体外实验研究发现其

能降低化疗耐药性 [23]。川贝母味甘质润，泻热凉

金，消痰止咳，能降痰气、散心胸郁结之气。百

合为甘寒滑利之品，能养阴润肺，合川贝母增强

润肺之功效。由此组合而成的新方3可共奏化痰散

结、养阴益气之效，使化痰散结而又不伤气阴。

明代医家张介宾言：“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

之人，多有积聚之病。”肺癌患者再遭化疗之攻

伐，损伤了人体的正气，而尤以“先后天之本”

的脾肾为甚。脾失健运，生理功能减弱，则见纳

呆、呕恶、乏力、萎黄、虚劳等症。癌毒直损下

焦伤肾，且久病及肾，致使肾精不足，则肾失主

骨生髓功能，而见骨髓抑制诸症。正如李中梓所

言“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脾肾两脏与

机体功能密切相关[24]。化疗期间用药要顾护胃气，

处方当中必酌加健脾和胃消食之品，消食化积，

以尽早恢复饮食，促进吸收，确保后天之本不失

其常。新方组合 4（枸杞子、麦芽、菟丝子、鸡内

金、山药）中，麦芽健脾开胃，运后天之本使气血

生化有源；鸡内金磨谷消食化积，同时健补脾

胃，以消积。张介宾指出“精髓之损，其治在

肾”。故化疗期间应注重补益肾脏以保护骨髓，促

使气血精髓之生化。枸杞子味甘，微温而润，《得

配本草》 [25]谓其能“益肾水之阳”以固先天之本；

菟丝子功专益精髓，坚筋骨，又能补肾纳气；山

药能健脾补虚，生津益肺，益精固肾，以达“土

旺生金，金盛生水”之效。由此组合而成的新方4
可共奏健脾益肾、扶正固本之效，使先后天之本

得固，对化疗有明显减毒之功。

4 小结

中医治病注重整体观，针对肺癌及化疗所致

的气阴两虚及痰凝、血瘀、毒聚的复杂病机，在

化疗的过程中配合中药可保护骨髓、减轻胃肠道

反应等化疗相关毒副反应，恢复正气以提高机体

免疫功能，提高化疗效果。本研究运用中医传承

辅助平台，对国家专利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肺癌

化疗期用药的中药复方进行数据挖掘分析，结果

显示，治疗肺癌化疗期以扶正固本、兼顾祛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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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扶正以益气养阴、固肾健脾为主，尤以补

益肺脾气阴为核心；祛邪则在解毒抗癌的基础

上，以活血化瘀、理气化痰为基本治法。各专利

中药复方的用药具有以下特点：补气健脾以培土

生金，祛瘀化痰以散结除积，清热解毒以抗癌消

瘤，养阴生津以补虚清燥，固本补肾以填精益髓

疗虚。因患者素体不同，肺癌化疗期并不是单一

的病因病机，临床应根据辨证主次，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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