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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统计分析软件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_!9C

"挖掘

*中国药膳大辞典+收录的改善脾虚药膳的组方规律#拟

为开发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改

善睡眠等与改善脾虚相关的中药保健食品新方创制提供

新的思路%通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_!9C

"对*中国药膳

大辞典+中收集的改善脾虚药膳方进行用药频次统计$关

联规则和熵层次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药膳大辞

典+中共收录
$!!

首改善脾虚药膳方#主要来源于
()

本古

今书籍&方剂涉及中药$食物和调味品等原料共
)T!

种#

使用频次最多的原料为药食同源类中药和食物类#使用

频次居前的
)

味中药为山药$大枣和莲子#使用频次居前

的
)

味食物及调味品为粳米$白砂糖和糯米&数据分析发

现考察方剂中有
))

个常用原料组合#通过预测推算出

#C

首改善脾虚的药膳新方%改善脾虚药膳方多重用补益

脾气的药食同源类中药和食物#以功能修复与营养补充

相结合的综合调理目标为组方特色#数据挖掘总结的组

方规律为相关中药保健食品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一些新的

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数据挖掘&脾虚药膳&组方规律&中药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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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治未病思想是

中医药学的精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对亚健康危

害愈发重视%对自然绿色的健康技术需求不断增长%使得

以中医药思维开发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的创新思路备受

关注&中医认为脾胃虚衰是诸病的源头%脾与各脏腑在

生理上密切相关%病理上相互影响%互为病变&现代医学

研究*

#S)

+发现脾虚患者常表现为消化系统障碍%能量代

谢紊乱%内分泌系统的激素分泌异常%免疫力低下和认知

能力下降等&健脾与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缓

解体力疲劳)改善睡眠和辅助降血脂等保健功能密切相

关*

B

+

&药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作为一种现代

养生保健方式倍受人们欢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改善

脾虚药膳的组方规律进行研究%可以充分挖掘中医药保

健的特色优势)资源优势和安全优势*

C

+

%创制并研发更加

科学的中药保健食品组方%开发更多特色有效的中医药

保健食品&文章借助统计分析软件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

_!9C

#对.中国药膳大辞典/收载的改善脾虚药膳方进行

数据挖掘%分析总结其来源)分类)组方原料使用频次及

其组方规律%拟为开发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缓

解体力疲劳)改善睡眠等与改善脾虚相关的中药保健食

品新方创制提供新的思路&

#

!

资料与方法
#9#

!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王者悦主编的.中国药膳大辞

典/

*

.

+

&.中国药膳大辞典/共收录了自先秦到现代的药

膳方
T)$"

首%药膳原料
#!)!

种%药膳文献
#.$

部&

#9!

!

数据选择

选择收录功效或适应症中明确反映0脾虚1的药膳

方%药膳名相同而组成不同的逐一录入&排除组成为单

味中药或食物的药膳方%方中原料)功能和主治相同而药

膳类型不同的取其一&

#9)

!

数据挖掘工具

统计分析软件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_!9C

#系由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联合开

发%目前广泛应用于中医药用药的组方规律分析与

总结*

TS(

+

&

#9B

!

数据录入

将上述筛选的药膳方名)书籍名)朝代)药膳类型)功

效和组成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0平台管理1的0方剂管理1

中录入%再对录入数据逐条核准&

#9C

!

数据的规范化

为方便统计分析将录入原料名称进行统一规范%中

药名参考.中国药典/

*

#"

+

!

!"!"

版#和全国高等教育0十三

五1规划教材.中药学/

*

##

+

%如怀山)薯蓣)怀山药和淮山药

统一录入山药%苡仁米和苡米统一录入薏苡仁$食物和调

味品名参考.中医药膳学/

*

#!

+

%如糯米粉和江米统一录入

糯米%胡桃仁和核桃肉统一录入核桃仁等等&因菜肴类

和粥食类药膳方较多%导致调味品使用频次较大%影响组

方分析%故将药膳方中明确表示调味用途的调味品剔除%

只保留明确为其药膳组成的调味品&

#9.

!

数据挖掘

#9.9#

!

频次统计
!

运用平台0统计报表1模块中0方剂统

计1提取录入该系统改善脾虚的药膳方&点击0基本信息

查询1可以得到所用原料的类型)四气五味和归经频次统

计数据%导出结果%在0数据分析1模块0方剂分析1中的

0方剂类型1一栏选择不同的药膳方类型点击0在结果中

查询1可以手动统计出药膳方类型%0处方来源1一栏输入

书籍名称点击0在结果中查询1可以手动统计出各书籍所

收录的药膳方数目&

#9.9!

!

组方规律分析
!

运用平台0数据分析1模块中0组

方规律1进行关联规则分析%设置支持度个数为
#.

%置信

度为
"9B

%点击0用药模式1得到常用原料组合%导出结果%

点击0规则分析1得到不同原料组合的关联度%导出结果%

点击0网络展示1得到关联规则可视化网络展示图&

#9.9)

!

新方分析
!

运用平台0数据分析1模块中0新方分

析1进行无监督熵层次聚类%设置相关度为
$

%惩罚度为

B

%点击0聚类1得到原料间的不同组合%点击0提取组合1

得到
#C

对核心组合%演化成
#C

首新的改善脾虚药膳方%

导出结果%点击0网络展示1得到新方可视化网络展示图&

!

!

结果
!9#

!

频次统计分析

!9#9#

!

药膳方来源分析
!

统计结果显示%所录的
$!!

首

改善脾虚药膳方来源于
()

本国内古今书籍%从古至今%

文献数量逐渐增加%其中来自现代文献的药膳方有

..)

首%占总录入药膳方的
$#j

%收录较多的是
$"

年代后

出版的著作%如.中国药膳学/.食疗本草学/.家庭药膳手

册/.滋补保健药膳食谱/等%其中.中国药膳学/收录最

多%有
(T

首%占比
##9$j

%可能主要源于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中医养生保健及治未病

$$

基础研究
&RY'PW/YMP[,/N/P,OX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等思想深入人心%中医药膳应用研究得到深入发展%中医

药膳专著大量出版%而古籍中收录较多的文献是元代药

膳专书.饮膳正要/和宋代大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和

.圣济总录/&所录药膳方
#

.

首的书籍详情%见表
#

&

表
#

!

改善脾虚药膳方来源统计表

M2I4>#

!

NF2F3DF3<24F2I4>58D5@:<>D581>E3<3724E3>F:><3

J

>D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序号 书籍名称 数目(首 百分比(
j

序号 书籍名称 数目(首 百分比(
j

#

中国药膳学
(T ##9$" #.

家庭食疗手册
!# !9CC

!

验方
T! $9T. #T

良药佳馐
!# !9CC

)

食疗本草学
B! C9## #$

滋补中药保健菜谱
#T !9"T

B

家庭药膳手册
)T B9C" #(

华夏药膳保健顾问
#. #9(C

C

滋补保健药膳食谱
)# )9TT !"

常见慢性病食物疗养法
#) #9C$

.

中国药膳
)" )9.C !#

太平圣惠方
#! #9B.

T

饮食疗法
)" )9.C !!

圣济总录
#! #9B.

$

百病饮食自疗
!$ )9B# !)

果品的药用和美食制作
#! #9B.

(

家庭药膳
!$ )9B# !B

常见病的饮食疗法
## #9)B

#"

饮膳正要
!. )9#. !C

食用菌饮食疗法
( #9"(

##

养生食疗菜谱
!. )9#. !.

民间食谱
T "9$C

#!

疾病的食疗与验方
!C )9"B !T

食医心鉴
T "9$C

#)

膳食保健
!B !9(! !$

普济方
T "9$C

#B

补品补药与补益良方
!) !9$" !(

千金要方
. "9T)

#C

常见病食疗食补大全
!) !9$" )"

强身食制
. "9T)

!9#9!

!

药膳类型分布分析
!

.中医药膳学/中将药膳类型

按形态分为菜肴类)粥食类)糖点类)饮料类及其他类共

C

大类&据此%通过统计发现录入的
$!!

首改善脾虚的药

膳方中菜肴类最多%共
)"#

首%占比
).9.!j

%其次是粥食

类
#(!

首%然后是其他类
#T!

首&菜肴类是中华民族每日

膳食不可或缺的种类%而粥食类是以各种谷物类配以适

合的中药加工制作%服用方便%易于消化%在改善脾虚方

面有着独到的作用&改善脾虚药膳具体分类情况见表
!

&

!9#9)

!

原料来源分布)性味归经频次分析
!

通过基本信

息统计得到所录
$!!

首改善脾虚的药膳方原料药的分

类)四气)五味和归经情况&所录药膳方原料中药食同源

类中药使用频次最高%为
#!#.

次%占比
)(j

%其次是食

物类
#!##

次%占比
)(j

%具体来源分布情况见图
#

&

!!

改善脾虚药膳原料的四气分析发现平性原料使用频

次最高为
#)))

次%其次是温性原料
#!).

次%寒)凉和热

表
!

!

改善脾虚药膳方类型分布

M2I4>!

!

\:>D<:3

J

F357F

HJ

>E3DF:3I@F357581>E3<3724E3>F

:><3

J

>D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药膳类型 数量 百分比(
j

菜肴类
)"# ).9.!

粥食类
#(! !)9).

糖点类
$C #"9)B

饮料类
T! $9T.

其他
!

#T! !"9(!

性使用频次较少%具体见图
!

&改善脾虚药膳原料的五味

分析发现甘味原料使用频次最高为
!C$)

次%其次为辛味

原料为
C("

次%苦味原料为
)((

次%咸味原料为
!!B

次%涩

味原料为
#$C

次以及酸味原料
#)B

次%具体见图
)

&味甘

性平的中药相对其他性味的中药作用缓和%无明显的寒

热偏性%适合小剂量长时间的调理用药%而甘能补能和能

缓%甘温益气%可大补脾胃之气%可作为日常养生及保健

品开发用药的性味选择参考&

改善脾虚药膳原料的归经分析发现归脾经原料使用

频次最高为
!BB#

次%其次是归胃经原料
#C$!

次%归肺

经原料
#B$$

次%归肾经原料
#"C.

次%归心经原料
C()

次

以及归肝经原料
C"(

次%具体见图
B

&脾与胃互为表里%

脾土为肺金之母%肾和脾分别为先后天之本%互滋互养%

相互资生%是以脾虚病位虽然在脾%但与胃肺肾等脏腑密

切相关&

图
#

!

药膳原料分类及分布情况

&3

;

@:>#

!

&:>

g

@>7<

H

E3DF:3I@F35758:2?12F>:324D

<42DD383<2F3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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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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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原料四气频次分布情况

&3

;

@:>!

!

&:>

g

@>7<

H

E3DF:3I@F35758:2?12F>:324D

85@:72F@:>D

图
)

!

原料五味频次分布情况

&3

;

@:>)

!

&:>

g

@>7<

H

E3DF:3I@F35758:2?12F>:324D

83L>842L5:D

!9#9B

!

原料使用频次分析
!

改善脾虚药膳方原料频次统

计得到
$!!

首改善脾虚药膳方使用原料
)T!

种%使用频次

居前的
#"

味中药分别为山药!

#.!

次#)大枣!

#)B

次#)莲

子!

$T

次#)生姜!

$"

次#)党参!

TC

次#)黄芪!

.(

次#)茯苓

!

.$

次#)陈皮!

..

次#)白术!

CB

次#)人参!

B(

次#和薏苡

仁 !

B(

次#%其中大多数是药食同源类中药&山药)大枣)

图
B

!

原料归经分布情况

&3

;

@:>B

!

NF2F3DF3<D58:2?12F>:324D<G277>4F:5

J

3D1

党参)黄芪)白术)人参皆为补虚药中的补气药%有补脾益

气之功效&药膳方中使用频次
#

#"

次的中药见表
)

&日

常食物和调味品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分别是粳米!

#))

次#)

白砂 糖 !

#"C

次#)糯 米 !

.$

次#)面 粉 !

."

次#)鸡 肉

!

C$

次#)羊肉!

B#

次#)猪肉!

B"

次#)赤砂糖!

)(

次#)鸡蛋

!

)$

次#和酒!

)B

次#&药膳方中使用频次
#

#"

次的日常

食物和调味品见表
B

&

!9!

!

基于关联规则的组方分析

通过关联规则分析得到
#T

种原料间的
))

个常用组

合%使用频次最高的组合是山药和白砂糖%其次是山药和

莲子%党参和黄芪%见表
C

&得到原料间的
#B

条关联规

则%置信度最高的是茯苓%莲子
)

山药%见表
.

&网络展示

见图
C

&

表
)

!

改善脾虚药膳的中药使用频次分布

M2I4>)

!

&:>

g

@>7<

H

E3DF:3I@F35758OG37>D>1>E3<37>371>E3<3724E3>F:><3

J

>D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序号 中药 分类 频次 序号 中药 分类 频次

#

山药 补气药
#.! #$

胡椒 温里药
!C

!

大枣 补气药
#)B #(

蜂蜜 补气药
!)

)

莲子 固精缩尿止带药
$T !"

黑芝麻 补阴药
!!

B

生姜 发散风寒药
$" !#

当归 补血药
!#

C

党参 补气药
TC !!

干姜 温里药
!"

.

黄芪 补气药
.( !)

赤小豆 利水消肿药
!"

T

茯苓 利水消肿药
.$ !B

草果 化湿药
#$

$

陈皮 理气药
.. !C

花椒 温里药
#.

(

白术 补气药
CB !.

山楂 消食药
#)

#"

人参 补气药
B( !T

白芍 补血药
#)

##

薏苡仁 利水消肿药
B( !$

熟地黄 补血药
#!

#!

龙眼肉 补血药
B. !(

鸡内金 消食药
##

#)

芡实 固精缩尿止带药
B" )"

黄精 补阴药
##

#B

白扁豆 补气药
)B )#

高良姜 温里药
##

#C

砂仁 化湿药
)" )!

荷叶 化湿药
##

#.

甘草 补气药
!$ ))

百合 补阴药
#"

#T

枸杞子 补阴药
!T

&$

基础研究
&RY'PW/YMP[,/N/P,OX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9)

!

基于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新方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得到改善脾虚药膳方中
!.#

组原料间

的关联度%提取组合得出
B

"

.

味原料的核心组合共

#C

对%见表
T

&进一步聚类得到
#C

首改善脾虚的药膳新

方见表
$

%网络展示见图
.

&

)

!

分析与讨论
)9#

!

改善脾虚药膳方频次统计分析

将卫计委
!"#!

年文件认定的
$.

种和
!"#B

年新增的

#C

种共计
#"#

种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中药归类为药食同源

类中药%原料来源分布统计发现药食同源类中药的使用

频次最高%为
#!#.

次%占比
)(j

%其次是日常食物类

#!##

次%占比
)(j

%非药食同源类中药
BB.

次%占比

#Bj

%调味品
!C(

次%占比
$j

&药食同源类中药既含有

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素%又富含功能性成分%

兼顾营养价值和药用保健双重功效*

#)

+

&

!!

根据药膳使用的中药频次分析%使用频次大于等于

表
B

!

改善脾虚药膳组方食物和调味品频次分布

M2I4>B

!

&:>

g

@>7<

H

E3DF:3I@F35758855E27E<57E31>7FD371>E3<3724E3>F:><3

J

>D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序号 食物(调味品 频次 序号 食物(调味品 频次 序号 食物(调味品 频次

#

粳米
#)) #C

冰糖
!C !(

鸽
#)

!

白砂糖
#"C #.

白鸭肉
!) )"

盐
##

)

糯米
.$ #T

粟米
!) )#

黄大豆
##

B

面粉
." #$

葱白
!) )!

胡萝卜
##

C

鸡肉
C$ #(

香菇
!) ))

豌豆
##

.

羊肉
B# !"

牛肉
!" )B

豆腐
##

T

猪肉
B" !#

栗子
#( )C

对虾
#"

$

赤砂糖
)( !!

火腿
#$ ).

饴糖
#"

(

鸡蛋
)$ !)

核桃仁
#. )T

猪骨
#"

#"

酒
)B !B

藕
#. )$

乌骨鸡
#"

##

猪油
)# !C

大蒜
#C )(

淀粉
#"

#!

鲫鱼
)" !.

鲤鱼
#C B"

桂花
#"

#)

猪肚
!( !T

落花生
#C B#

猪肘
#"

#B

毛笋
!. !$

蘑菇
#) B!

鹌鹑
#"

表
C

!

改善脾虚药膳常用原料组合

M2I4>C

!

O511574

H

@D>E:2?12F>:324D<51I372F357D371>E3<3724E3>F:><3

J

>D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序号 原料组合 频次 序号 原料组合 频次

#

山药)白砂糖
B) #$

茯苓)白砂糖
!"

!

山药)莲子
)C #(

白砂糖)面粉
!"

)

党参)黄芪
)) !"

生姜)陈皮
#(

B

山药)粳米
)# !#

山药)糯米
#(

C

山药)大枣
)" !!

芡实)山药
#(

.

白砂糖)糯米
!( !)

白术)茯苓
#(

T

山药)茯苓
!T !B

白砂糖)猪油
#(

$

芡实)莲子
!C !C

山药)面粉
#$

(

糯米)莲子
!C !.

大枣)糯米
#$

#"

白砂糖)莲子
!C !T

大枣)莲子
#$

##

党参)山药
!B !$

山药)茯苓)莲子
#T

#!

大枣)白砂糖
!B !(

芡实)薏苡仁
#T

#)

白砂糖)粳米
!) )"

人参)粳米
#.

#B

薏苡仁)莲子
!! )#

茯苓)粳米
#.

#C

茯苓)莲子
!# )!

党参)大枣
#.

#.

山药)薏苡仁
!" ))

党参)白术
#.

#T

粳米)莲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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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改善脾虚药膳原料组合关联规则

M2I4>.

!

PDD5<32F357:@4>58:2?12F>:324D<51I372F357371>E3<3724E3>F:><3

J

>D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

茯苓%莲子
)

山药
"9$"(C $

薏苡仁
)

莲子
"9BB("

!

山药%茯苓
)

莲子
"9.!(. (

党参
)

黄芪
"9BB""

)

芡实
)

莲子
"9.!C" #"

糯米
)

白砂糖
"9B!.C

B

猪油
)

白砂糖
"9.#!( ##

芡实
)

薏苡仁
"9B!C"

C

山药%莲子
)

茯苓
"9B$CT #!

白砂糖
)

山药
"9B"(C

.

黄芪
)

党参
"9BT$) #)

薏苡仁
)

山药
"9B"$!

T

芡实
)

山药
"9BTC" #B

莲子
)

山药
"9B"!)

图
C

!

常用组合网络展示图

&3

;

@:>C

!

Y>F?5:bE>157DF:2F35758<511574

H

@D>E<51I372F357D

#"

次的
))

味中药中有
!$

味属药食同源类中药%余下
C

味

非药食同源类中药!党参)黄芪)白术)白芍)熟地黄#亦属

于卫健委规定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使用频次居前的

山药)大枣和莲子皆属药食两用之品%山药不仅临床应用

极其广泛%可用于补脾养胃)治疗脾虚发热)带下病)消化

系统疾病)顽痹)消渴)内伤咳嗽)感冒)干燥综合征)尿崩

症等等*

#B

+

&在现代保健食品中也诸多应用%所涉及的保

健功能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脂)辅助降血糖)缓解体

力疲劳)增加骨密度)改善生长发育)改善营养性贫血)祛

黄褐斑)促进消化等等功能&山药作为食材亦含有丰富

的营养成分%富含黏蛋白)淀粉酶)糖类)蛋白质)维生素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且其热量及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

表
T

!

用于改善脾虚新方聚类的原料组合

M2I4>T

!

O51I372F357D85:7>?1>E3<3724E3>F:><3

J

>D<4@DF>:37

;

序号 核心组合
#

核心组合
!

序号 核心组合
#

核心组合
!

#

枳壳)猪肚)砂仁 砂仁)木香)半夏
(

落花生)大蒜)禾虫 大蒜)赤小豆)苋菜

!

鲫鱼)胡椒)陈皮 胡椒)草果)陈皮
#"

小茴香)花椒)山奈 花椒)白豆蔻)山奈

)

高良姜)葱白)荜茇 葱白)荜茇)盐
##

黄芪)党参)柴胡 白术)甘草)当归)党参

B

淡豆豉)胡椒)生姜 淡豆豉)葱白)生姜
#!

熟地黄)麦冬)天冬 熟地黄)麦冬)远志

C

糯米)白砂糖)莲子 糯米)白砂糖)黑芝麻
#)

饴糖)萝卜)辣椒 萝卜)鹌鹑)辣椒

.

茯苓)莲子)芡实 糯米)薏苡仁)莲子)芡实
#B

毛笋)蘑菇)对虾)火腿 毛笋)对虾)香菇)火腿

T

白砂糖)山药)莲子 薏苡仁)山药)白扁豆)芡实
#C

糯米)薏苡仁)百合)芡实 薏苡仁)山药)莲子)芡实

$

粳米)面粉)鸡蛋 面粉)鸡蛋)玫瑰花

表
$

!

基于熵层次聚类的改善脾虚药膳新方

M2I4>$

!

Y>?1>E3<3724E3>F:><3

J

>D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I2D>E57>7F:5

JH

<4@DF>:37

;

序号 新方组合 序号 新方组合

#

枳壳)猪肚)砂仁)木香)半夏
(

落花生)大蒜)禾虫)赤小豆)苋菜

!

鲫鱼)胡椒)陈皮)草果
#"

小茴香)花椒)山奈)白豆蔻

)

高良姜)葱白)荜茇)盐
##

黄芪)党参)柴胡)白术)甘草)当归

B

淡豆豉)胡椒)生姜)葱白
#!

熟地黄)麦冬)天冬)远志

C

糯米)白砂糖)莲子)黑芝麻
#)

饴糖)萝卜)辣椒)鹌鹑

.

茯苓)莲子)芡实)糯米)薏苡仁
#B

毛笋)蘑菇)对虾)火腿)香菇

T

白砂糖)山药)莲子)薏苡仁)白扁豆)芡实
#C

糯米)薏苡仁)百合)芡实)山药)莲子

$

粳米)面粉)鸡蛋)玫瑰花

($

基础研究
&RY'PW/YMP[,/N/P,OX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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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Y>F?5:bE>157DF:2F357587>?

J

:>D<:3

J

F35785:31

J

:5L37

;

D

J

4>>7E>83<3>7<

H

选择山药食用非常契合现代自然科学)现代医学和运动

医学理念下衍生的现代养生观&大枣入药能补中益气%

养血安神%入食亦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价值极

高%其中因铁含量高%常用于贫血人士日常补血之品&莲

子属淀粉类坚果%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多种维

生素以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还含有糖蛋白)多酚

类)生物碱)类黄酮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等功能性成分%

发挥补脾功效的同时还能提供机体所需营养&

!!

根据药膳原料中食物与调味品使用频次来看%频次

居前的食物是粳米)糯米和面粉五谷类以及鸡)羊)猪肉

五畜类&粳米味甘%入太阴而补脾精%走阳明而化胃气%

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糯米甘温补脾肺气%小麦味甘益脾%

米面五谷类作为主食%在中国居民膳食中构成比为

B(9Tj

%是人体主要能量来源&白克江*

#C

+对古代本草中

食物功效的统计证实谷类以补脾胃之气为主&鸡肉温中

益气)补精填髓%羊肉健脾温中)益气养血%猪肉补肾滋

阴%益气养血%五畜肉类蛋白质为高利用率的优质蛋白%

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且在种类和比例上接近人体需要%

易于消化吸收%更能为人体提供脂肪和各种微量元素&

调味品中使用较多的是白砂糖%性甘味平%归脾)肺经%有

和中缓急%生津润燥之效&

药食同源类中药与日常食物的组合使用不仅发挥了

改善脾虚药膳方的防病健身功效%更是避免了原料间增

毒减效的发生以及大量使用中药引起的一些不良

反应*

#.

+

&

)9!

!

改善脾虚药膳方关联规则分析

基于关联规则分析发现常用原料组合中出现频次居

前三的是山药与白砂糖%山药与莲子以及党参与黄芪组

合&山药味甘气轻%质润液浓%温补脾虚而不骤%白砂糖

和中缓急%主中虚腹痛&山药与莲子为常用药对%山药补

脾肺肾%涩精止带%莲子补脾益肾养心%两药配伍既有益

气补脾之效%又有补肾涩精止带之功%杨晓芸等*

#T

+通过小

鼠试验证实了山药莲子饼能增强小鼠的抗疲劳和免疫器

官的功能%与其健脾益气作用相一致&党参与黄芪为常

用药对%党参补中益气%健脾扶中%黄芪补气升阳%益卫固

表%党参补中气%黄芪固卫气%党参补中而偏于阴%黄芪实

表而偏于阳%二药相配%益气健脾%相须为用%表里同补%

阴阳和谐*

#$

+

%李清云等*

#(

+发现党参黄芪的不同配比可以

作用于心肝脾肺肾等脏腑诸病%大量临床观察和现代研

究*

!"S!!

+证实以党参和黄芪为主要成分的参芪扶正注射

液具有益气扶正的功效%有抗肿瘤%调节免疫%抗心力衰

竭等作用&关联规则分析中置信度较高的是0茯苓%莲

子
)

山药1和0山药%茯苓
)

莲子1%三药为参苓白术散的

重要组成部分%皆味甘性平归脾肾经%茯苓健脾渗湿而止

泻%茯苓多糖能增强免疫力)抗突变)抗肿瘤*

!)

+

%山药)莲

子既能补脾%又有涩精止带之功&三药相配%渗湿止泻)

健脾止带%常用于脾胃虚弱夹湿之泄泻和脾虚带下&目

前已注册含有三药配伍的保健食品%具有改善营养性贫

血%增强免疫力%促进消化)改善胃肠功能%延缓衰老%缓

解体力疲劳等功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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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脾虚药膳新方分析

基于熵层次聚类分析%挖掘得到潜在组合
#C

对%得

到改善脾虚的
#C

首药膳新方&从药膳类型分析%新方
#

)

!

含有猪肚)鲫鱼肉类食物的可做成菜肴类%新方
C

)

.

)

T

)

$

)

#C

含有米)面等可做成糕点类或粥食类&从新方组成

的原料分析%新方
)

)

B

)

#"

组成全为调味品%新方
(

)

#)

)

#B

组成全为食物%不符合药膳组方原则%故不予考虑&新方

##

)

#!

为全中药组合%类似于中药方剂&新方治法以健脾

行气!新方
#

#)疏肝和胃!新方
$

#)补中益气!新方
##

#和

健脾渗湿!新方
.

)

T

)

#C

#多见&究其原因%脾虚以脾气虚

最为常见%脾气虚日久%可致运化失常)升举无力)统血无

权进而出现脾虚湿盛)中焦气滞)血虚)脾阳虚衰等证%故

针对脾虚证患者在扶正祛邪的指导下采用补脾)健脾的

同时辅以化湿)利水)升阳)疏肝等等&从保健研发分析%

新方
.

由茯苓)莲子)芡实)薏苡仁和糯米组成%皆为药食

两用之品%中医认为能健脾渗湿止泻%现代营养学认为除

茯苓为菌核外%莲子)芡实)薏苡仁和糯米皆为种子%富含

糖类)脂类)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各种矿物质%可合理配比

开发具有促进消化)改善胃肠道功能的保健新品&

B

!

结语
文章凭借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

大量改善脾虚的药膳方中寻找隐藏的规律%使其显性化%

针对中国中药保健产品研究中的不明性味)归经%不论相

须)相使等配伍理论的现实情况*

!B

+

%挖掘结果为深入药食

同源类中药保健产品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生成的新方

组合对保健产品的开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体实施%还

需要经过试验)临床疗效研究等进一步的论证&不足之

处由于数据来源中有些药膳方没有剂量配比%故挖掘没

有涉及到配伍剂量分析%下一步将结合专家意见%确定新

方的配伍比例并且进行网络药理学研究以及动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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