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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分析《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含地龙方剂组方规律，为地龙现代临床应

用和产品研发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整理《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含地龙的方剂，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软

件，建立数据库，统计配伍药物频次、性味归经频次、主治病证频次；使用平台软件内置的关联规则、改进的互信

息法等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含地龙方剂的核心药物组合。选择频次较高的病证“痹证”和“跌打损伤”进行用药关联规

则、核心药物组合和新方组合分析。结果　共筛选出含地龙方剂 281 首，包含药物 287 味，常用组合药物 29 种（频 
次≥20）；配伍药物药性四气以温、寒频次为多，二者共占总频次的 73.5%；五味以辛味频次最高，苦、甘、咸频次

各次之，此四者共占总频次的 95.9%；归经频次以肝、脾、心、胃、膀胱、肾、肺经居前 7 位（频次均≥400），共

占总频次的 91.8%。含地龙方剂主治病证共 103 种，其中频次≥6 的病证有 18 种，核心药物组合（支持度 20%）为

制川乌、乳香、没药、当归、麝香。分析“痹证”和“跌打损伤”用药规律，得到治疗“痹证”病证关联药物 15 组（置

信度为 1），核心药物组合（支持度 31.8%）为制川乌、制草乌、乳香、没药、威灵仙、五灵脂；得到治疗“跌打损伤”

病证关联药物 20 组（置信度为 0.9），核心药物组合（支持度 31.5%）为制川乌、乳香、没药、自然铜、苏木、当归、

血竭。结论　《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地龙多与活血化瘀类、祛风湿类药物配伍，组方用药法度清晰。利用中医传承

辅助平台分析含地龙方剂能科学、直观体现地龙的组方规律；分析主治病证所得的核心用药能反映疾病的基本治法，

符合临床应用实际。研究所获得的核心药物组合可为临床应用和新药研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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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scription rules of Pheretima in the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ance Support System (TCMISS),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of Pheretima. Methods The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Pheretim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and 
input into TCMISS (V2.5)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The frequencies of compatibility medicinal materials, meridian of drug, 
and attending disease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he association rules of the software and improved mutual inform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re drug combinations. “Bi syndrome” and “traumatic injury” with higher compatibility 
frequencies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in respect of the prescription rules, core drug combinations, and new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s. Results A total of 281 prescriptions, 287 commonly used drugs, and 29 commonly used drug combinations 
(frequencies≥20) were screened. The frequencies of 4 natures of compatible drugs were mainly warm and cold (73.5% 
of the total frequency). The frequency of pungent was the highest in 5 flavors, followed by bitter, sweet, and salty (these  
4 accounted for 95.9% of the total frequency). The meridian frequencies of the liver, spleen, heart, stomach, bladder, ki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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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方剂大辞典》是对我国自秦汉至现代

（1986年）所有有方名方剂的一次大总结，全书共收

载方剂 96 592 首［1］，是研究中医药治疗疾病和组方

规律的良好素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为临床及实

验研究拓展思路。如山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版）中的功效为消食健胃、行气散瘀，但胡

慧明等［2］对《中医方剂大辞典》收录含有山楂的方

剂进行组方规律研究后发现山楂在治疗外感及皮肤

病证中也应用广泛，为其应用与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对分析中药临床运用和配

伍规律具有独特优势，能梳理出治疗相关疾病的常

用药物组合［3-4］，为临床组方和新药的开发提供参

考。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是基于现

代数理统计方法针对中医药数据特点而开发的系统

软件，能同时对疾病、证候、方剂、中药等信息进

行管理、检索、分析，不仅具有以频次为核心的显

性经验分析，还有基于复杂系统的熵方法［5］、以关

联为核心的隐性经验分析，在中医临床经验传承和

新药研发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6-8］。

地 龙 为 钜 蚓 科 动 物 参 环 毛 蚓 Pheretima 
aspergillum(E. Perrier)、 通 俗 环 毛 蚓 Pheretima 
vulgaris Chen、 威 廉 环 毛 蚓 Pheretima guillelmi 
(Michaelsen) 和 栉 盲 环 毛 蚓 Pheretima pectinifera 
Michaelsen 去除内脏后的干燥体［9］127，性寒味咸，

归肝、脾、膀胱经，具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

利尿的功效。现代研究表明其含有蛋白质类、氨基

and lung ranked the top 7 (frequencies≥400), accounting for 91.8% of the total frequency. A total of 103 kinds of diseases 
were treated with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Pheretima, involving 18 kinds of attending diseases (frequencies≥6). The core 
drug combinations (support level 20%) was Aconiti Radix Cocta, Olibanum, Myrrha,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and Moschus. 
The prescription rules of “Bi syndrome” and “traumatic injury” were analyzed, 15 groups of drugs were obtained for the 
treatment of “Bi syndrome” (confidence 1), and the core drug combinations (support level 31.8%) were Aconiti Radix Cocta, 
Aconiti Kusnezoffii Radix Cocta, Olibanum, Myrrha, Clematidis Radix Et Rhizoma, and Faecas Trogopterori; 20 groups of 
drugs were obtained for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ic injury” (confidence 0.9), and the core drug combinations (support level 
31.5%) were Aconiti Radix Cocta, Olibanum, Myrrha, Pyritum, Sappan Lignum,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and Draconis 
Sanguis. Conclusion Pheretima in the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is mostly compatible 
with drugs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dispelling wind and dampness. The prescription 
and medication method are clear. It can scientifically and intuitively reflect the prescription rules of Pheretima by analyzing 
the Pheretima prescriptions with TCMISS. The core drugs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attending diseases can reflect the basic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s, and it is in line with the clinical practice. The core drug combinations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TCM Inheritance Support System;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Pheretima; 
medication regularity;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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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酯类、酶类、核苷类和微量元素类等成分，

具有抗惊厥、抗肿瘤、抗凝血、抗血栓、提高免疫

力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10］，临床应用广泛，但目

前对于地龙配伍规律的研究仍以传统药对形式为 
主［11］，对其在各类病证中配伍规律统计分析较少。

本研究旨在应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 2.5）
对《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含有地龙的方剂进行组方

规律分析和数据挖掘，以期为地龙的临床应用和资

源开发提供依据和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方剂筛选　检索《中医方剂大辞典》，筛选含

有地龙的方剂，包括别称“蚯蚓”“蛐蟮”“地龙

子”“白颈蚯蚓”等均收录，排除组成、功效相同

的异名方剂，排除外用和养生保健药酒类以及多于

30 味药物的非临床常规使用方剂。

1.2　数据规范化处理　（1）方剂中药物名称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和《中药学》 
（新世纪第 5 版）［12］进行统一，如“当门子”规范

为“麝香”，“白胶香”统一为“枫香脂”；炮制品 
药材一律按照标准名称录入，如“炙甘草”规范为

“甘草”；道地药材除去其名称中的道地产区，如

“杭白芷”规范为“白芷”。（2）方剂中药物的

性味归经参照《中药学》（新世纪第 5 版）［12］规

范化处理，将四气中的“微热”规范为“热”、五

味中的“微苦”规范为“苦”等。药物归属经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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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录入，不做主次区分。（3）主治病证以《中

医方剂大辞典》附录为依据。将处理后的方剂按名

称、剂型、来源和主治病证录入平台管理系统中

“方剂管理”模块。由双人负责审核，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

1.3　数据分析　通过平台“数据分析”模块“方剂

分析”功能，利用系统“数据查询”功能，指定中

药“地龙”提取所有方剂。点击相应功能按钮进行

数据分析，包括“药物”“病名”“四气”“五味”“归

经”等项目，按频次由高到低排序。采用平台自带

的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含地龙方剂和高频主

治病证的组方规律，设置合适的支持度与置信度，

以“用药模式”和“网络展示”功能进行核心药物

组合和潜在新方组合的可视化展示。

2　结　果

2.1　药物使用频次分析　共筛选出含地龙方剂 281
首，涵盖中药 287 味，用药频次合计 2 550 次。使

用频次≥20 次的药物共 29 味（表 1）。其中包含

活血化瘀类药物，如乳香、没药、川芎、牛膝、五

灵脂等；祛风湿、解表、平肝息风类药物，如制川

乌、威灵仙、防风、羌活、白芷、全蝎、僵蚕等；

化痰止咳平喘、开窍、安神类药物，如制天南星、

白附子、麝香、朱砂等，以活血化瘀、祛风湿类药

物频次占比最大。

表 1　含地龙方剂常用配伍药物（频次≥20）
序号 药物 频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1 乳香 87 11 僵蚕 35 21 白芷 27
  2 制川乌 80 12 牛膝 33 22 赤小豆 25
  3 没药 74 13 自然铜 33 23 穿山甲 24
  4 当归 68 14 羌活 32 24 小茴香 23
  5 麝香 63 15 朱砂 31 25 肉桂 23
  6 防风 49 16 天麻 30 26 木香 23
  7 制草乌 48 17 甘草 30 27 威灵仙 23
  8 全蝎 45 18 制天南星 30 28 白附子 22
  9 川芎 40 19 木鳖子 28 29 枫香脂 20
10 五灵脂 37 20 附子 28

2.2　药物性味和归经统计　方剂中所涉及药物

药性中，四气以温（1 028，40.3%）、寒（821，
32.2%）为多，二者共占总频次的 72.5%，热（101，
4.0%）、 凉（80，3.1%）、 平（520，20.4%） 之

性较少。五味以辛味频次（1 148）最高，苦（862）、

甘（689）、咸（491）频次次之，此四者共占总频

次 95.9%（3 190/3 325），酸（80）、涩（55）味

较少。归经频次统计结果显示，肝、脾、心、胃、

膀胱、肾、肺经居前 7 位（频次均≥400），共占

总频次的 91.8%（5 132/5 589，表 2）。

表 2　含地龙方剂药物归经频次

序号 病证 频次 序号 病证 频次 序号 病证 频次
1 肝 1 472 5 膀胱 490   9 胆 119
2 脾 1 109 6 肾 455 10 小肠   49
3 心    685 7 肺 425 11 三焦   32
4 胃    496 8 大肠 236 12 心包   21

2.3　主治病证统计　含地龙方剂共涉及病证 103
种，其中频次≥6 的病证有 18 种（表 3），主要涉

及肝系疾病、疼痛类疾病、疮疡类疾病等。

表 3　含地龙方剂主治病证（频次≥6）
序号 病证 频次 序号 病证 频次 序号 病证 频次

1 痹证 22   7 诸风 10 13 头痛 8
2 跌打损伤 19   8 麻风 9 14 偏头痛 8
3 中风 18   9 疮疡 9 15 拘挛 7
4 历节风 13 10 妇人血风 9 16 虚劳 7
5 脚气 11 11 腰痛 8 17 半身不遂 7
6 头风 10 12 瘫痪 8 18 痈疽 6

2.4　高频用药核心组合分析　应用平台中关联规

则 Apriori 算法将不同支持度下药物关联关系进行

网络可视化展示（图 1）。支持度设置为 5% 时

能较为全面地展示常用药物组合，但较复杂（图

1A）；支持度设置为 10% 时能清晰展示药物组合

规律，共涉及药物组合 26 组（2 味药物组合 22 组，

3 味药物组合 4 组，图 1B、表 4），搭配药物种类

有活血化瘀类、祛风湿类、平肝息风类；支持度设

置为 20% 时显示核心药物组合 4 组，搭配药物为

活血化瘀类、祛风湿类（图 1C）。

图 1　支持度为 5%（A）、10%（B）、20%（C）时含地龙方剂常用药物组合关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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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含地龙方剂常用药物组合（支持度 10%）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序号 药物组合 频次
  1 乳香，地龙 87 14 自然铜，地龙 33
  2 制川乌，地龙 80 15 羌活，地龙 32
  3 没药，地龙 74 16 没药，当归 32
  4 当归，地龙 68 17 朱砂，地龙 31
  5 地龙，麝香 63 18 乳香，当归 31
  6 没药，乳香 59 19 制天南星，地龙 30
  7 防风，地龙 49 20 甘草，地龙 30
  8 制草乌，地龙 48 21 天麻，地龙 30
  9 地龙，全蝎 45 22 制川乌，乳香 29
10 川芎，地龙 40 23 没药，乳香，地龙 59
11 五灵脂，地龙 37 24 没药，当归，地龙 32
12 地龙，僵蚕 35 25 乳香，当归，地龙 31
13 牛膝，地龙 33 26 制川乌，乳香，地龙 29

2.5　组方规律分析　选取频次较高的病症“痹证”

和“跌打损伤”，采用平台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方法

进行分析。

2.5.1　痹证组方规律分析　设置置信度为 1，得到

药物关联规则 15 组（表 5）。将支持度分别设置

为 13.6%、22.7%、31.8%，得到不同支持度下药物

关联关系网络（图 2）。常与地龙配伍的药物有威

灵仙、防风、当归、木鳖子等（图 2B）。核心药

物有制川乌、制草乌、乳香、没药、威灵仙、五灵

脂（图 2C），以祛风湿和活血化瘀类药物居多。

表 5　痹证含地龙方剂常用药物组合关联规则分析（置信度＝1）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1 制草乌→地龙 1   9 没药→地龙 1
2 制川乌→地龙 1 10 制草乌，制川乌→地龙 1
3 乳香→地龙 1 11 制草乌，乳香→地龙 1
4 五灵脂→地龙 1 12 制草乌，五灵脂→地龙 1
5 防风→地龙 1 13 乳香，五灵脂→地龙 1
6 威灵仙→地龙 1 14 没药，乳香→地龙 1
7 木鳖子→地龙 1 15 没药，五灵脂→地龙 1
8 当归→地龙 1

图 2　痹证含地龙方剂常用药物组合关联网络

A：支持度 13.6%；B：支持度 22.7%；C：支持度 31.8%.

表 6　跌打损伤含地龙方剂常用药物组合关联规则分析（置信度≥0.9）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1 没药→地龙 1 11 制川乌，自然铜→地龙 1
  2 制川乌→地龙 1 12 制川乌→自然铜，地龙 1
  3 乳香→地龙 1 13 乳香，自然铜→地龙 1
  4 自然铜→地龙 1 14 没药，制川乌，地龙→自然铜 1
  5 没药，制川乌→地龙 1 15 没药，制川乌，自然铜→地龙 1
  6 没药，乳香→地龙 1 16 没药，制川乌→自然铜，地龙 1
  7 没药，地龙→乳香 0.93 17 没药，乳香，自然铜→地龙 1
  8 没药→乳香，地龙 0.93 18 乳香，自然铜，地龙→没药 0.91
  9 没药，自然铜→地龙 1 19 没药，自然铜，地龙→乳香 0.91
10 制川乌，地龙→自然铜 1 20 没药，自然铜→乳香，地龙 0.91

A B C

2.5.2　跌打损伤组方规律分析　设置置信度为

0.9，得到药物关联规则 20 组（表 6）。将支持度

分别设置为 10.5%、21.0%、31.5%，并将药物关联

关系进行网络可视化展示（图 3）。常与地龙配伍

的外围药物有制草乌、煅龙骨、降香、肉桂、木

鳖子、松节、蝼蛄等（图 3B）。核心药物有制川

乌、乳香、没药、自然铜、苏木、当归、血竭等 
（图 3C），以活血化瘀类药物为主。



海军军医大学学报　   2023 年 10 月，第 44 卷· 1244 ·

3　讨　论

地龙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是经典的 67 味

动物药之一，药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临床多用

于高热惊厥、慢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哮喘、血栓性

疾病和高血压病的治疗。

3.1　地龙主治功效和配伍特点　本研究对《中医

方剂大辞典》中含有地龙的方剂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共涵盖中医病证 103 种，成方 281 首，配

伍药物 287 味。用药种类多为活血化瘀、祛风湿、

解表、平肝息风、化痰止咳平喘、开窍、安神类

药物；药性中四气以温或寒居多，五味以辛、苦、

甘、咸为主；归经频次以归肝经最多，脾经次之，

二者所占比例接近 50%；由上述可知，含有地龙方

剂多适用于热结或寒凝之证，整体作用方向以散以

行为主，兼顾补益或清利之功效，诸药配合使全方

走而不守，补而不滞，与地龙之“性善穴窜”相似。

肝、脾二经所涉病证多与气血、精神、情志相关，

主治病证频次亦以“痹证”“血瘀”“诸风”“痉

病”类居多，病机多为“久病入络”“瘀血不行”

等致气血、精神和情志等方面受影响。中医认为上

述病证多与肝相关，而地龙主归肝经，以通为用，

有助于功效发挥，与《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中“诸

风掉眩，皆属于肝”之论相合；而且地龙又主入血

分，其活血通络功效也是治疗上述病证的基础，与

《医宗必读》中“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

相通，也与现代临床治疗心脑血管类疾病的药用习

惯相一致。另外，通过平台分析所得常用药物组合

也与地龙临床常用药对相一致，如地龙 -乳香、地

龙 -麝香、地龙 -川芎等组合［11］。

3.2　地龙主治功效的变迁　《神农本草经》中将地

龙列为下品，谓之“味咸，寒。主治蛇瘕，去三虫、

伏尸、鬼疰、蛊毒，杀长虫，仍自化作水”。可见

地龙最初主要用于治疗传染病、心腹刺痛、蛇虫

咬伤和寄生虫病等疾病。至明代《本草纲目》则载

其“主伤寒疟疾，大热狂烦，及大人、小儿小便不

通。急慢惊风、历节风痛，肾脏风注，头风齿痛，

风热赤眼，木舌喉痹，鼻瘜聤耳，秃疮瘰疬，卵肿

脱肛，解蜘蛛毒，疗蚰蜒入耳”，可见地龙的临床

应用发生了变化。至《中药学》（新世纪第 5版）［12］， 
地龙归属于平肝息风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

昏、惊痫抽搐、关节痹痛、癫狂、肢体麻木、半身

不遂、肺热喘咳、湿热水肿、尿闭不通等病证。

由上述可知，地龙的主治功效在传承过程中

发生了变化，自明代至现代其杀虫、除瘟疫、疗蛇

虫咬伤等功效应用较少，其原因可能是中医药理论

的完善以及对疾病和药物作用的准确认知，使药物

功效应用更加精准化。从地龙方剂涉及主治病证

来看，以发挥通络功效居多，现代临床也主要用于

以下疾病：一是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病、中风

后遗症出现的麻木偏瘫、口眼歪斜，代表方剂如补

阳还五汤；二是风湿痹证，也就是现代医学所涵盖

的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疼痛性疾病，用于治疗关节

拘挛麻木，代表方剂如小活络丹。其清热定惊、平

喘、利尿的功效使用相对较少。

3.3　地龙用于痹证的组方规律　痹证之名最早见

于《黄帝内经·素问·痹论》：“所谓痹者，各以

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以关节肿胀、僵

硬、变形为主要症状。痹证日久，痰浊瘀血阻滞经

络，深入骨骱，治疗则以祛邪通络为基本原则。通

过平台对治疗痹证方剂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治疗痹

证的核心药物组合制川乌、制草乌、乳香、没药、

地龙、威灵仙、五灵脂等 7 味。从组合中药物的功

效来看，制川乌、制草乌为大辛大热之品，具有祛

图 3　跌打损伤含地龙方剂常用药物组合关联网络

A：支持度 10.5%；B：支持度 21%；C：支持度 31.5%.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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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除湿、温经止痛的功效；乳香、没药、五灵脂能

活血化瘀止痛；地龙、威灵仙祛风通络止痛。以上

配伍组合符合中医临床治疗痹证用药规律，也是治

疗痹证的基本思路。所得核心组合也可以看作是小

活络丹（制川乌、制草乌、乳香、没药、地龙、胆

南星）加减［9］602。

3.4　地龙用于跌打损伤的组方规律　跌打损伤是

伤科常见病症，主要病机为瘀血壅滞、血闭气阻，

以血瘀、疼痛、肿胀为主要临床表现。通过平台分

析得到其核心药物组合为自然铜、血竭、乳香、

没药、当归、苏木、制川乌、地龙，该组合体现了

跌打损伤的基本治法和“活血化瘀”的治疗原则，

与临床实际相符。可视为伤科方剂大七厘散（自然

铜、血竭、乳香、没药、当归、土鳖虫、大黄、骨

碎补、硼砂、三七、冰片）加减［9］518。

地龙药用历史久远，治疗“痹阻”“血瘀”“诸

风”“痉病”类病证时多有配伍应用且疗效确切，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准确的配伍应用可发

挥地龙的治疗优势，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研究

应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对《中医方剂大辞

典》中含地龙方剂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高频用药

和核心药物组合，初步探究了其组方规律，并对地

龙治疗痹证和跌打损伤的用药规律、配伍特点和核

心药物组合进行了具体分析，为地龙临床应用的科

学化、规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地龙医药产品

研发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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