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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妇人大全良方》“产后门”中治疗产后病的用药规律。 方法:收集《妇人大全良方》
“产后门”中的中药处方,对其药物组成进行整理,采用中医传承计算平台 V

 

3.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共整理出中药复方 416 首,涉及中药 364 味。 使用频次≥20 次的中药共 24 味,包括当归、甘草、肉桂、人参、
酒等;四气以温性为主,寒、平次之;五味以甘味为主,苦、辛次之;归经以脾经为主,心、肝经次之;功效以补

虚类、清热类、活血化瘀类为主;频次≥30 次的药物组合有 24 组,共形成 5 个核心类方。 结论:《妇人大全良

方》“产后门”中治疗产后病的处方具有独特的药物使用规律,健脾养血、温经化瘀是其主要治疗法则,对当

今产后病的防治仍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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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tion
 

rule
 

of
 

the
 

postpartum
 

section
 

of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Ef-
fective

 

Prescriptions
 

for
 

Women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iseases. Metho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prescript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ostpartum
 

section
 

of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for
 

Wome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drugs
 

was
 

analyz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Computing
 

System
 

V3. 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A
 

total
 

of
 

416
 

compound
 

TCM
 

prescriptions
 

were
 

collected,involving
 

364
 

TCM
 

drugs. There
 

were
 

24
 

drugs
 

with
 

a
 

frequency
 

of
 

use
 

of
 

≥20
 

times,including
 

Angelica
 

sinensis,Radix
 

Glycyrrhizae,cinnamon,Panax
 

ginseng,
and

 

alcohol. Most
 

drugs
 

were
 

warm
 

in
 

nature,followed
 

by
 

those
 

with
 

a
 

cold
 

or
 

neutral
 

nature;most
 

drugs
 

had
 

a
 

sweet
 

taste,
followed

 

by
 

those
 

with
 

a
 

bitter
 

or
 

pungent
 

taste;most
 

drugs
 

entered
 

the
 

spleen
 

meridian,followed
 

by
 

those
 

entering
 

the
 

heart
 

or
 

liver
 

meridian. Most
 

drugs
 

had
 

a
 

function
 

of
 

tonifying
 

deficiency,clearing
 

heat,or
 

activating
 

blood
 

and
 

resolving
 

stasis. There
 

were
 

24
 

drug
 

combinations
 

with
 

a
 

frequency
 

of
 

≥ 30
 

times, and
 

5
 

core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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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d. Conclusion:The
 

prescriptions
 

in
 

the
 

postpartum
 

section
 

of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for
 

Women
 

have
 

a
 

unique
 

medication
 

rul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iseas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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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treatment
 

principles
 

of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and
 

nourishing
 

the
 

blood
 

and
 

warming
 

the
 

meridians
 

and
 

resolving
 

stasis,which
 

has
 

a
 

certain
 

val-
u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diseas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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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系统论述妇产科学的专著,系统阐述和总结了南

宋以前中医妇科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1] ,对后世

中医妇产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2] 。 该书共

24 卷,依据女子特殊的生理与病理特点划分为八

门,共 266 论,附方 1118 首。 其中“产后门”为八门

中最后一门,体现了陈氏治疗产后病秉承“避风邪、
养气血、下恶露、行乳脉”的治疗原则,从而达到“血

气调和,脏腑平复,自然安帖”的临床疗效,对产后

诸症的预防和治疗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基于此,本
文运用中医传承计算平台

 

V3. 0,对《妇人大全良

方》“产后门”中复方进行整理分析,以期为产后病

的治疗提供参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收集整理《妇人大全良方》 [3] “产

后门”中所有明确记载药物组成、剂量和服用方法

的内服方剂,具体服用方法不限。
1. 2　 数据处理　 将收集到的所有中药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4] 、《中药学》 [5] 、《中药

大辞典》 [6] 、《中华本草(第一册) 》 [7] 、《常用中药

名与别名手册》 [8] 和《全国中草药汇编》 [9] 进行标

准化处理及性味、归经校对,建立 Excel 数据库,为
减少研究误差,由 2 位工作人员同时进行数据校

准无误后,登录中医传承计算平台 V3. 0 软件,在
“数据管理”中进行数据上传。 使用平台中“方剂

分析” ,对中药的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将支持度和

可信度分别设置为 30、0. 6,对中药的相关关系进

行分析;在“关联规则” 下,将聚类个数设置为 5,
进行聚类分析。
2　 结　 　 果

2. 1　 中药频次分析　 本研究共收集中药复方 416
首,涉及中药 364 味。 药物频次分析结果显示,药
物出现总频次为 2489 次,其中频次≥20 次的中药

有 24 味,总计 1289 次。 (见表 1)

表 1　 高频中药频次统计(频次≥20 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 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 次
1 当归 162 13 防风 34
2 甘草 111 14 蒲黄 33
3 肉桂 110 15 麦冬 33
4 人参 87 16 大枣 30
5 酒 79 17 黄芩 29
6 芍药 76 18 熟地黄 28
7 川芎 74 19 干姜 27
8 生地黄 70 20 附子 26
9 生姜 59 21 厚朴 24
10 白术 47 22 童子小便 22
11 茯苓 44 23 白芍 21
12 黄芪 43 24 黄连 20

2. 2　 中药四气、五味、归经和功效分析　 将 416 首

方剂中的中药进行性味、归经和功效分析,结果显

示:四气使用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温、寒、平、热、
凉;五味使用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甘、苦、辛、酸、
咸;归经以脾、心、肝经为主(见表 2 ~ 3、图 1)。 中药

功 效 共 归 为 20 类, 其 中 补 虚 类 占 比 最 重

(31. 24%), 清 热 类 ( 12. 13%) 和 活 血 化 瘀 类

(10. 09%)次之。 (见表 4)
表 2　 中药四气、五味统计

序号 四气 频次 / 次 频率 / % 序号 五味 频次 / 次 频率 / %
1 温 932 48. 12 1 甘 1112 36. 90
2 寒 411 21. 22 2 苦 873 28. 97
3 平 388 20. 03 3 辛 788 26. 15
4 热 192 0. 10 4 酸 153 5. 08
5 凉 14 0. 01 5 咸 88 3. 92

表 3　 中药归经统计

序号 归经 频次 / 次 频率 / % 序号 归经 频次 / 次 频率 / %
1 脾 1187 20. 42 7 大肠 262 4. 51
2 心 980 16. 86 8 胆　 175 3. 01
3 肝 966 16. 62 9 膀胱 103 1. 77
4 肺 722 12. 42 10 小肠 53 0. 91
5 肾 667 11. 47 11 心包 53 0. 91
6 胃 622 10. 70 12 三焦 23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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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四气统计雷达图

图 1-2　 五味统计雷达图

图 1-3　 归经统计雷达图

图 1　 四气、五味、归经统计雷达图

表 4　 中药功效统计

序号 功效 频次 / 次 频率 / % 序号 功效 频次 / 次 频率 / %
1 补虚类 613 31. 24 11 祛风湿类 39 1. 99
2 清热类 238 12. 13 12 平肝息风类 33 1. 68
3 活血化瘀类 198 10. 09 13 安神类 32 1. 63
4 温里类 193 9. 84 14 泻下类 30 1. 53
5 解表类 179 9. 12 15 化湿类 29 1. 48
6 止血类 88 4. 49 16 开窍类 14 0. 71
7 利水渗湿类 85 4. 33 17 驱虫类 11 0. 56
8 理气类 78 3. 98 18 拔毒化腐生肌类 5 0. 25
9 收涩类 45 2. 29 19 攻毒杀虫止痒类 4 0. 20

10 化痰止咳平喘类 45 2. 29 20 消食类 3 0. 15

2. 3　 关联规则分析　 中药关联规则分析是中医药

视觉挖掘的重要技术之一,直接体现药物在方剂中

的重要性,关联程度主要依据支持度和置信度体

现[10-11] 。 本研究设置支持度为 30、置信度为 0. 6。
设置的支持度代表某药物组合频次在 30 次及以上

才被纳入研究,如表 5 中“当归,肉桂”组合的频次

是 87,支持度为 20. 91%,表示两药同时出现在治疗

产后病方剂中的概率为 20. 91%,体现出陈氏治疗

产后病的核心用药思想。 置信度表示在先决条件 X
发生的情况下,由关联规则 X -Y 推出 Y 的概率。
如表 6 中“( X) 当归,肉桂→( Y) 川芎” 置信度为

0. 91,表示含有当归、肉桂的方剂中,91%还可能含

有川芎。 (见表 5 ~ 6、图 2)
表 5　 药物高频组合分析(支持度≥30)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 次 支持度 / %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 次 支持度 / %
1 当归,肉桂 87 20. 91 13 甘草,芍药 37 8. 89
2 当归,甘草 66 15. 87 14 当归,甘草,肉桂 36 8. 65
3 当归,川芎 61 14. 32 15 当归,白术 35 8. 41
4 甘草,人参 59 14. 18 16 当归,肉桂,人参 34 8. 17
5 当归,人参 53 12. 74 17 当归,肉桂,芍药 34 8. 17
6 当归,芍药 52 12. 50 18 人参,茯苓 33 7. 93
7 肉桂,川芎 44 10. 58 19 甘草,川芎 33 7. 93
8 甘草,肉桂 44 10. 58 20 人参,川芎 32 7. 69
9 肉桂,人参 40 9. 62 21 当归,黄芪 32 7. 69
10 当归,肉桂,川芎 40 9. 62 22 当归,生姜 32 7. 69
11 肉桂,芍药 39 9. 38 23 当归,茯苓 30 7. 21
12 当归,甘草,人参 38 9. 14 24 肉桂,白术 30 7. 21

表 6　 药物关联规则分析(置信度≥0. 6)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1 当归,肉桂→川芎 0. 91 11 人参→甘草 0. 68
2 肉桂,芍药→当归 0. 87 12 芍药→当归 0. 68
3 肉桂,人参→当归 0. 85 13 茯苓→当归 0. 68
4 甘草,肉桂→当归 0. 82 14 当归,川芎→肉桂 0. 66
5 川芎→当归 0. 82 15 当归,芍药→肉桂 0. 65
6 肉桂→当归 0. 79 16 当归,人参→肉桂 0. 64
7 茯苓→人参 0. 75 17 白术→肉桂 0. 64
8 黄芪→当归 0. 74 18 甘草,人参→当归 0. 64
9 白术→当归 0. 74 19 人参→当归 0. 61
10 当归,人参→甘草 0. 72

2. 4　 药物聚类分析　 对纳入的 364 味中药进行聚

类分析,聚类个数设置为 5,即将 416 首方剂分为 5
类,形成 5 个核心类方。 结果显示:第 1 类以含有当

归、人参、甘草、肉桂、川芎、白术为主的类似处方有

146 首;第 2 类以含有当归、芍药、肉桂、甘草、蒲黄、
酒为主的类似处方有 138 首;第 3 类以含有酒、生地

黄、生姜、 当归、 甘草、 芍药为主的类似处方有

69 首;第 4 类以含有当归、延胡索、肉桂、没药、琥
珀、赤芍为主的类似处方有 34 首;第 5 类以含有苦

酒、麝香、童子尿、肉桂、酒、当归为主的类似处方有

29 首。 (见表 7、图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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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药物关联规则网络拓扑图

表 7　 药物核心组合分析

序号 核心组合 方剂数量 / 首
1 当归,人参,甘草,肉桂,川芎,白术 146
2 当归,芍药,肉桂,甘草,蒲黄,酒 138
3 酒,生地黄,生姜,当归,甘草,芍药 69
4 当归,延胡索,肉桂,没药,琥珀,赤芍 34
5 苦酒,麝香,童子尿,肉桂,酒,当归 29

图 3　 聚类分析图(kmeans 算法+聚类)

图 4　 聚类分析图(kmeans 算法+回归模拟)

3　 讨　 　 论

　 　 陈自明(1190—1270 年),南宋医学家,江西临

川人,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以妇科闻名于后世,
所著《妇人大全良方》尤为精辟。 笔者对该书“产后

门”中的 416 首方剂、364 味中药进行频次、四气、五
味、归经和功效分析,总结出健脾养血、温经化瘀是

陈氏治疗产后病的主要原则。
药物使用频次分析结果显示,药物总使用频次

2489 次,其中 24 味药使用频次≥20 次,当归、甘草、
肉桂、人参、酒、芍药、川芎、生地黄、生姜、白术是频

次排名前十的药物,合用可达健脾益气养血、温经

活血祛瘀的功效。 当归为治疗寒凝血瘀诸痛之要

药,且可温润肠道,有通便之功,《本草正》 载:“当

归,其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

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

之圣药也” [12] 。 “产后伤于经血,虚损不足”(《妇人

大全良方》),易导致败血停滞,留于腹内,陈氏多以

补虚来祛瘀,常用四物汤、当归散、地黄丸等。 现代

研究认为,当归具有改善血流[13] 、抗凝[14] 、镇痛消

炎[15]等功效,可用于产后虚、瘀、痛诸证的治疗。 甘

草和中缓急、解毒,《日华子本草》载其“安魂定魄,
通九窍,利百脉,益精养气,壮筋骨,解冷热,补五劳

七伤,一切虚损” [16] ,其使用频次仅次于当归,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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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理中圆倍用甘草治疗产后气血俱伤。 现代研

究显示,甘草具有抗炎、解痉和抗氧化等功效[17] 。
肉桂散寒止痛、温经通脉,《妇人大全良方》云:“血

性得温则宣流,得寒则涩闭”,因此血瘀证患者可通

过温经化瘀的方法治疗。 陈氏喜用附子、肉桂等温

阳散寒的药物温经祛瘀,如黑神散。 现代研究发现

肉桂具有镇痛、降血脂、抗感染等功效[18] 。 人参大

补元气、生津、固脱,符合产后亡血生津的病理特

点,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了人参的复脉固脱之

功[19-20] 。 《汤液本草》 载: “ 假酒之力则微温大

补” [21] ,酒常用于引经药,助药物通行一身,产后方

中酒的使用频次达 79 次,有空心米饮下、食前温酒

下、热酒调下、红花酒等法,借酒之力,增强疗效,体
现陈氏用药重视炮制和服用方法的特点。 芍药养

血调经、柔肝止痛、敛阴止汗,现代研究显示其具有

抗炎、镇痛、促进造血和免疫调节的作用[22] 。 川芎

辛温,为血中气药、气中血药,补而不滞,行而不耗,
对瘀血阻滞所致的各种病症均有疗效。 《药性论》
载其能治“胞衣不出”的产后病症[23] ,现代研究显

示其具有镇痛、抗炎、抗氧化、抗凝血等功效[24] 。 生

地黄养阴生津、清热凉血,常用于阴虚内热证,具有

修复血管损伤、调整血液流变、降低凝血指标的功

效[25] 。 生姜具有抗氧化、抗凝血、抗菌等药理作

用[26] 。 白术中的白术多糖能够改善缺血缺氧导致

的神经功能损伤[27] 。 上药以健脾益气养血为主,兼
益气生津、温经活血,符合产后气血暗耗,百脉空

虚,腠理疏松,卫表不固,稍有不慎便可引发产后诸

病的病机特点。
四气分析结果显示,陈氏治疗产后病以温、寒、

平性中药为主。 温性药物使用最多, 为 932 次

(48. 12%),温性药多具有温经通脉、活血化瘀的作

用,“寒者温之”,陈氏强调妇科疾病的关键病因是

“风冷致病” [28] ,故产后用药侧重温补,喜用附子、
肉桂、当归、细辛等药,如治疗产后月水不调时在紫

石英丸、加减吴茱萸汤等复方基础上加入肉桂,桃
仁散、姜黄散等复方中加入桂心,以增强温通作用。
寒性药物具有清热凉血、化瘀解毒的功效。 “热者

寒之”,故血热证多选用寒性药物治疗。 血得温则

行,得寒则凝,故陈氏应用寒性药物时,强调中病即

止,不过量使用,常配合活血行血药,避免留瘀。 平

性药物多具有补气健脾、疏风散邪的功效,作用缓

和,常用于产后热象或寒象不明显者。 功效以补虚

类药物最多,频次为 613 次(31. 24%),其次是清热

类和活血化瘀类。 陈氏治疗妇人诸症,尤其重视气

血,强调“男子调其气,女子调其血”,又强调“败血

不尽,百病丛生” “常令恶露快利为佳”,因此,陈氏

治疗产后病注重调理脾气,以增强健脾养血功效,
同时强调需宁心静志,预防产后诸症的发生,治疗

上强调祛瘀生新,祛瘀之法根据辨证灵活应用补虚

祛瘀、温经祛瘀、凉血祛瘀等。
药物关联规则分析结果显示,药物高频组合前

3 位分别为当归-肉桂、当归-甘草、当归-川芎,置
信度≥0. 6 的药物组合有 19 对,其中当归、肉桂、川
芎 3 味药物置信度最高,此 3 味药使用频次亦较高,
代表陈氏治疗产后病养血活血、温经祛瘀为主的治

疗特色。 聚类分析筛选出的核心组合有 5 组,经过

复杂的聚类算法和回归模型,得出 5 个核心聚类,
主要功效为活血化瘀止痛,多用于产后诸痛。 第一

类主要功效为活血化瘀止痛,第二类主要功效为温

补气血,第三类主要功效为调和气血、行滞化瘀,第
四类主要功效为温经散寒、活血止痛,第五类主要

功效为温经活血止痛。 以上 5 类聚类综合分析可

以明确陈氏治疗产后病以健脾养血、温经化瘀为主

要治疗原则。
综上,本文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 V3. 0 软件,

对《妇人大全良方》 “产后门”的中药处方进行归纳

整理分析,结果体现了陈氏治疗产后病的用药特色

及规律,对临床治疗产后病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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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熟地黄、知母、当归、丹参、牛膝、木

瓜、麸炒枳壳、地龙、酸枣仁、合欢皮各 15
 

g,川芎

10
 

g,桂枝、淡竹叶、炙甘草各 6
 

g。 7 剂,水煎服,
1 剂 / d,早晚分服。 3 月 13 日二诊。 患者诉双下肢

麻木、疼痛较前减轻,无抽搐,但仍烦躁,失眠,多

梦,余证悉减。 舌质暗红、苔薄黄,脉细涩。 继予上

方 14 剂,服法同前。 3 月 27 日三诊。 患者诉双下

肢麻木、疼痛基本消失,未诉其他不适。 舌红、苔薄

白,脉细。 继予上方 7 剂,服法同前。 嘱患者尽服

7 剂后,若无明显不适即可停药。
按语:本案患者因消渴日久,阴津损耗、肝血亏

虚,以致血不荣筋、虚风内动。 故以双下肢麻木、疼
痛、抽搐为主证就诊,兼见口干多饮、腰部酸痛、手
足心热、烦燥、失眠、多梦等症。 虽该患者均为阴津

亏虚之证,但治疗需从主证入手,故应滋阴生津、养
血柔肝以治其本,活血行气、通络止痛以治其标。
方用滋阴柔肝通络汤加减,加淡竹叶清心火以除烦,
加酸枣仁滋养心肝之阴血以安心神,加合欢皮以安和

五脏、悦心安神。 二诊时患者仍烦躁、失眠、多梦,王
教授认为此乃消渴日久,肝血亏虚,血虚无以舍魂,心
神失养,以及肾阴亏虚,水不济火,心肾不交所致。 虽

已滋肾阴、养肝血、清心烦,但因服药时间较短,阴血

亏虚之体质尚未改善,故守方继服,静观其效。 三诊

时患者病质得以改善,故诸证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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