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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收集有关儿童过敏性鼻炎的中医临床治疗研究,将其处方和用药拆解,并寻找各个药

物的出现频次、药物间的联系和规律,并对高频药物进行分析,得出核心药物,以指导今后的临床用药.
方法　(１)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网络版数据库、Pubmed数据库建库至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１日中有关“中医药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
临床试验文献进行检索;(２)运用 NoteExpress软 件 进 行 筛 选 和 查 重,并 对 文 献 中 处 方 用 药 进 行 整 理;
(３)采用 Excel管理数据,利用 SPSSModelerApriori算法计算中药间关联性,构建药物网络;采用 SPSS
２６０对高频药物进行数据聚类分析,得出核心药物树状图.结果　纳入２８４篇文献,获得３０３首处方,１９５味

药物.分析药物出现频次、性味归经以及常用药物之间的关联性,得到３组最佳药物关联规则及４个聚类

方剂.结论　通过对小儿过敏性鼻炎用药特点分析,临床治疗多以祛风宣肺通窍为主,兼有补肺益气健

脾,再根据临床相关症状辨证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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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变应性鼻炎,也称儿童过敏性鼻炎,是机体

暴露于变应原后发生的、主要由免疫球蛋白 E介导

的鼻黏膜非感染性炎性疾病,是常见的过敏性疾病

之一[１].国际儿童哮喘和过敏研究(international
studyofasthmaandallergiesinchildhood,ISAAC)
三期研究(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显示,６~７岁儿童鼻炎平

均患病率为８５％(１８％~２０４％),１３~１４岁儿童

鼻炎平均患病率 为 １４６％ (１４％ ~３３３％),比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世界范围内报告的鼻炎流行率有所

增加[２].过敏性鼻炎属于中医“鼻鼽”的范畴,又名

“鼻嚏”.中医认为发生本病的原因有二:一是内在

因素,主要是脾肺肾三脏虚损;二是外在因素,多为

风寒、邪气侵袭鼻窍而致病.我国«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指出中医药是过敏性鼻炎有效的治疗

手段[３],目前临床采用中药内服及中药外治等疗法,
为治疗本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本文通过对中药治疗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临床文献的研究,总结出儿童过敏

性鼻炎的用药规律,以期指导今后的临床用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网络版数据库、Pubmed,检索词为“小儿

过敏性鼻炎”“小儿变应性鼻炎”“儿童过敏性鼻炎”
“儿童变应性鼻炎”“小儿鼻鼽”“中医”“中药”“中西

医结合”,检索时限截止至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１日.运用

NoteExpress３２软件进行筛选和查重.

１２　纳入标准

(１)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

的临床研究文献,包括病例分析、专家经验、临床试

验等;(２)药物组成明确;(３)处方涉及基本方及随证

加减药物时,只纳入基本方.

１３　排除标准

(１)同一复方的不同文献研究,同一名称的方剂

详细对比是否配伍相同,相同则排除;(２)个案报道、
综述及动物实验研究文献;(３)使用中成药或者中药

注射制剂但无具体方药组成的文献;(４)少数民族医

药类文献,如壮医、蒙医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文献名称、作者、发表年份及中药组方及中药

性味归经等信息录入Excel,建立文献中药数据库,
采用二分类变量“０”“１”格式输入,“０”表示未使用,
“１”表示使用.采用IBMSPSSModeler１８０软件

构建药物关联网络.利用IBMSPSSModeler１８０
Apriori算法计算中药间关联性;采用SPSS２６０对

高频药物进行数据聚类分析,得出核心药物树状图.

２　结果

２１　纳入文献总数

全面检索有关中医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的临床

相关文献,共收集１３０１篇文献.根据纳入、排除标

准,复筛５８１篇,并阅读全文,最后纳入文献２８４篇,
获得处方３０３首,药物１９５味.

２２　药物使用频次

总用药频次３２４８次.按功效分属４０类,每种

功效药物的频次及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药物的频次

统计结果见表１.对出现频次≥４０次的药物进行统

计,共有２２种.见表２.

２３　药物性味归经分析

对文章中包含的１９５味中药进行归经统计,药
物归属肺经最多,其次为脾、胃、肝、心经.归经频次

见图１.对药物进行性味统计,以扇形图对药物四

气、五味比重进行展示.药性多属温性,药味主要为

甘味.见图２、图３.

图１　药物归经频次

图２　药物四气构成比

图３　药物五味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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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儿童过敏性鼻炎中医治疗药物分类结果

分类 频次 频率(％) 第一位药 频次 分类 频次 频率(％) 第一位药 频次

发散风寒药 １０３０ ３１．７１ 辛夷 ２０７ 清热泻火药 ３５ １．０７ 栀子 １１

补气药 ６２１ １９．１２ 黄芪 ２０７ 补阳药 ３４ １．０４ 补骨脂 １０

发散风热药 ２２６ ６．９８ 蝉蜕 ５９ 祛风寒湿药 ２７ ０．８３ 徐长卿 １４

敛肺涩肠药 １４８ ４．５５ 五味子 ６７ 活血调经药 ２４ ０．７３ 桃仁 １４

利水消肿药 ９３ ２．８６ 茯苓 ６０ 利尿通淋药 ２１ ０．６４ 地肤子 ６

止咳平喘 ９１ ２．８０ 杏仁 ３６ 清虚热药 １４ ０．４３ 银柴胡 １１

清热化痰药 ８４ ２．５８ 桔梗 ４５ 祛风湿热药 ８ ０．２４ 丝瓜络 ５

清热解毒药 ８３ ２．５５ 连翘 ２０ 活血化瘀药 ８ ０．２４ 丹参 ４

补血药 ７６ ２．３４ 白芍 ４６ 重镇安神药 ８ ０．２４ 牡蛎 ５

清热燥湿药 ７４ ２．２７ 黄芩 ６０ 化瘀止血药 ７ ０．２１ 茜草 ７

活血止痛药 ７０ ２．１５ 川芎 ６２ 养心安神药 ４ ０．１２ 灵芝 ４

理气药 ６６ ２．０３ 陈皮 ５０ 固精缩尿止带药 ４ ０．１２ 莲子 ４

温化寒痰药 ６０ １．８４ 半夏 ４３ 收敛止血药 ４ ０．１２ 仙鹤草 ３

息风止痉药 ５３ １．６３ 地龙 ２４ 平抑肝阳药 ３ ０．０９ 白蒺藜 ３

消食药 ４９ １．５０ 山楂 １６ 攻下药 ３ ０．０９ 大黄 ３

化湿药 ４８ １．４７ 藿香 ２６ 利湿退黄药 ３ ０．０９ 茵陈 ２

开窍药 ４５ １．３８ 石菖蒲 ３８ 峻下逐水药 ３ ０．０９ 甘遂 ３

温里药 ４１ １．２６ 干姜 １６ 攻毒杀虫药 ２ ０．０６ 蜂房 ２

清热凉血药 ３８ １．１７ 牡丹皮 ８ 润下药 ２ ０．０６ 麻仁 ２

滋阴药 ３７ １．１４ 百合 ７ 固表止汗药 １ ０．０３ 麻黄根 １

表２　儿童过敏性鼻炎中医治疗药物频次

序号 中药 频次 序号 中药 频次

１ 辛夷 ２０７ １２ 川芎 ６２

２ 黄芪 ２０７ １３ 茯苓 ６０

３ 苍耳子 １５８ １４ 黄芩 ６０

４ 防风 １５７ １５ 蝉蜕 ５９

５ 白芷 １４８ １６ 乌梅 ５５

６ 甘草 １４７ １７ 陈皮 ５０

７ 白术 １４１ １８ 薄荷 ４９

８ 细辛 ８７ １９ 党参 ４７

９ 桂枝 ７７ ２０ 白芍 ４６

１０ 麻黄 ７５ ２１ 桔梗 ４５

１１ 五味子 ６７ ２２ 半夏 ４３

２４　药物关联分析

使用SPSSModeler１８０的Apriori算法(设置

支持度为≥１０％,置信度≥８０％),探究前２２味药物

的关联分析.
通过表３发现,药对中薄荷→苍耳子为置信度

排序最高,表示使用薄荷时,同时使用苍耳子的可能

性为９５９１％,但支持度较低,说明此规则应用机会

较少,为１６２２％.
表３　中医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前１０位药对以置信度排序

序号 药物 支持度(％) 置信度(％)

１ 薄荷→苍耳子 １６．２２ ９５．９１

２ 薄荷→辛夷 １６．２２ ９３．８７

３ 薄荷→白芷 １６．２２ ８７．７５

４ 白芷→辛夷 ４９．００ ８５．８１

５ 苍耳子→辛夷 ５２．３１ ８５．４４

６ 党参→甘草 １５．５６ ８５．１０

７ 麻黄→甘草 ２４．８３ ８２．６６

８ 川芎→辛夷 ２０．５２ ８２．２５

９ 桔梗→甘草 １４．９０ ８２．２２

１０ 乌梅→辛夷 １８．２１ ８１．８１

　　通过表４发现,药组中薄荷,白芷→苍耳子和乌

梅,白芷→辛夷的置信度均为１００％,支持度分别为

１４２３％、１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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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医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前１０位药组以置信度排序

序号 药物 支持度(％) 置信度(％)

１ 薄荷,白芷→苍耳子 １４．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２ 乌梅,白芷→辛夷 １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３ 薄荷,甘草→辛夷 １１．５８ ９７．１４

４ 薄荷,辛夷→苍耳子 １５．２３ ９５．６５

５ 薄荷,白芷→辛夷 １４．２３ ９５．３４

６ 薄荷,甘草→苍耳子 １１．５８ ９４．２８

７ 薄荷,苍耳子→辛夷 １５．５６ ９３．６１

８ 川芎,苍耳子→辛夷 １２．９１ ９２．３０

９ 黄芪,苍耳子→辛夷 ２８．４７ ９１．８６

１０ 薄荷,苍耳子→白芷 １５．５６ ９１．４８

　　表５中前三位组方置信度为１００％,说明薄荷、白
芷、苍耳子、辛夷、甘草五味药物同时使用的可能性大.
表５　中医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前１０位组方以置信度排序

序号 药物 支持度(％) 置信度(％)

１ 薄荷,白芷,甘草→苍耳子 １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 薄荷,白芷,辛夷→苍耳子 １３．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３ 薄荷,白芷,甘草→辛夷 １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４ 薄荷,苍耳子,甘草→辛夷 １０．９２ ９６．９６

５ 川芎,白芷,苍耳子→辛夷 １０．９２ ９６．９６

６ 白芷,苍耳子,甘草→辛夷 ２３．１７ ９５．７１

７ 薄荷,白芷,苍耳子→辛夷 １４．２３ ９５．３４

８ 黄芪,苍耳子,甘草→辛夷 ２０．５２ ９５．１６

９ 薄荷,甘草,辛夷→苍耳子 １１．２５ ９４．１１

１０ 薄荷,苍耳子,甘草→白芷 １０．９２ ９３．９３

　　通过表６可见,支持度最高的药对、药组、药方分

别是苍耳子→辛夷、白芷,苍耳子→辛夷、白术,黄芪,
防风→辛夷,支持度分别为５２３１％、３５４３％、２９８０％,
可见临床上同时使用最多的是辛夷、苍耳子.
表６　中医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药物中前１０位以支持度排序

序号 药物 支持度(％) 置信度(％)

１ 苍耳子→辛夷 ５２．３１ ８５．４４

２ 白芷→辛夷 ４９．００ ８５．８１

３ 黄芪→辛夷 ４８．６７ ８０．２７

４ 白芷,苍耳子→辛夷 ３５．４３ ８８．７８

５ 黄芪,防风→白术 ３５．４３ ８４．１１

６ 黄芪,防风→辛夷 ３５．４３ ８２．２４

７ 白术,黄芪→防风 ３５．０９ ８４．９０

８ 白术,黄芪,防风→辛夷 ２９．８０ ８０．００

９ 黄芪,防风,辛夷→白术 ２９．１３ ８１．８１

１０ 黄芪,防风,辛夷→甘草 ２９．１３ ８０．６８

　　药物使用频次之间的关联示意图,见图４.其

中前五位强链接的中药是:辛夷、甘草;辛夷、苍耳

子;辛夷,白芷;辛夷、防风;甘草、防风.

图４　前２２味药物使用频次之间的关联示意图

２５　药物聚类分析

对使用频率＞４０次的２２味中药进行聚类分

析,聚类方法采用组间链接,度量标准中的区间采用

Pearson相关性[４].结合中医临床,根据聚类分析

的谱系图(图５),形成４个聚类方剂.C１:辛夷、甘
草、苍耳子、防风、白芷、黄芪、白术;C２:茯苓、黄芩、
细辛、党参、桂枝、麻黄、五味子;C３:白芍、桔梗;

C４:川芎、蝉蜕、薄荷.

图５　出现频次＞４０次的中药聚类分析谱系图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治疗过敏性鼻炎临床常用药物依

次为发散风寒药、补气药、发散风热药、敛肺涩肠药.
药性温、寒、平性,药味辛、甘、苦、酸.发散风寒药物

临床应用频次最高,代表药物有辛夷、苍耳子、防风、
白芷.补气药代表药物为黄芪、甘草、白术.发散风

热药临床常用蝉蜕.敛肺涩肠药代表药为五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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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归属肺经最多,其次为脾、胃、肝、心经.鼻鼽病

位在肺,与脾胃等多脏相关,病机多为素体肺脾亏

虚,腠理疏松卫表不固,外邪犯鼻;脾虚则母病及子,
水湿失运上聚于鼻,风寒、风热之邪乘虚犯鼻发为本

病[５].故临床用药多以辛温发散风寒、甘温益气补

脾、甘寒发散风热、酸温酸平敛肺.
通过分析药物间的关联规则发现,药组中的白

芷,苍耳子→辛夷、黄芪,防风→白术为较佳的关联

规则.此外药对及组方中较佳的关联规则均出自玉

屏风散、苍耳子散.玉屏风散由黄芪、白术、防风组

成,有益气固表止汗,御风邪之功,适用于表虚卫阳

不固之证,其中黄芪补肺、白术益脾、防风祛风.标本

兼治,适用于过敏性鼻炎感受风邪,迁延不愈,反复发

作的特点[６].苍耳子散出自«济生方鼻门»,由辛夷

仁、苍耳子、香白芷、薄荷叶组成,具有疏风止痛、通利

鼻窍的作用.苍耳子性温,味苦甘,«神农本草经»记
载“久服益气,耳目聪明,强志轻身.”«本草»云“蒸脑

止涕”,为历代医家常用鼻科要药.辛夷、白芷辛温发

散风寒,助苍耳子宣通鼻窍.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苍耳

子能通过降低过敏肥大细胞脱颗粒程度来减少炎症

因子的释放,有抗过敏的效果[７];辛夷有收缩鼻黏膜

血管及抗过敏作用[８Ｇ９],白芷有抗炎作用[１０].
本次共形成４个聚类方剂,C１组方为辛夷、甘

草、苍耳子、防风、白芷、黄芪、白术,寓苍耳子散合玉

屏风散之义,全方疏散风寒、通利鼻窍、益气固表.

C２组方为茯苓、黄芩、细辛、党参、桂枝、麻黄、五味

子;麻黄、细辛、桂枝三药相须相使,共奏解表散寒、
宣肺通窍、通阳合营之功.兼有党参、茯苓益气健

脾,五味子敛肺生津,黄芩苦寒清肺泻火,与茯苓配

伍可亦有清热燥湿之效.全方有散有收、有升有降、
有补有泄、阴阳共调.C３组方为白芷、桔梗;白芷辛

温芳香,发散走窜,入肺、胃经,升清气、通鼻窍,可祛

风止痒缓解鼻痒、眼痒的症状,也可燥湿止带改善流

涕的症状.现代药理研究也显示白芷中的白芷香豆

素抑制毛细血管通透性,缓解鼻黏膜肿胀,可改善鼻

炎不适症状[１１].桔梗辛开苦泄,载药上行,与白芷

联用共奏祛风宣肺之功.C４组方为川芎、蝉蜕、薄
荷;川芎辛香善升,能上行头目巅顶,具有祛风止痛

作用,为治疗头痛之要药.蝉蜕与薄荷相须而配,既
能疏散风热、清利咽喉头目,又能祛风止痒.陈皮理

气健脾、燥湿化痰,归肺、脾二经;半夏燥湿化痰、降
逆止呕、消痞散结,归脾、胃、肺经;二者兼能补益脾

肺、培土生金,鼻鼽病位在肺、脾、肾,而陈皮、半夏并

没有与其他药物形成聚类方剂,由此推断在临床治

疗小儿鼻鼽中陈皮、半夏属于常用百搭药物.研究

结果表明临床中药治疗儿童鼻鼽多以祛风宣肺通窍

为主,兼有补肺益气健脾,再根据患儿不同症状,辅
以祛风止痒、燥湿止涕、清利头目等药物.

４　结语
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方法对儿童过敏性鼻炎处

方进行多维度分析,挖掘组方规律.研究方法科学

有效,期望为临床辨证供一定的依据,为研究治疗儿

童过敏性鼻炎药物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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