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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方剂数据库建设情况分析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史一枝 董林水

摘要：概述了国内中药方剂数据库的建设思路和概况，

列举了几个典型方剂数据库的基本情况和结构布局，对其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药方剂综合数据库

的构建设想。以期为今后中药方剂数据库的建设和改进提

供思路上的借鉴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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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在传统知识保护力度方面还

有待加强，其他国家经常性地无偿利

用我国的传统知识，甚至申请专利，

进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业

行为，获取巨额利润。

中药方剂作为我国传统知识体系

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经常被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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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申请为发明专利。比如日本的帝

国制药株式会社用以芍药为活性成分

的加味逍遥散、当归芍药散、桂枝茯

苓丸、芍药甘草汤 4个复方治疗溃疡

性结肠炎，日本津村顺天堂会社用小

柴胡汤、人参汤 2 个方剂增强免疫以

治疗艾滋病，韩国人在张仲景治疗胸

痹证之瓜蒌薤白半夏汤基础上加上活

血温阳开郁散结的中药（当归、丹参、

桂枝、郁金、赤芍）以治疗高血脂和

心绞痛，都在美国获得了专利授权[1]。

这些在中国使用了千百年的传统中药

成方变成了国外机构“发明”的“新

药”。1980 年，日本以我国 210 个中

药古方为基础开发新药，其中，仿造

我国“六神丸”开发的救心丸，年销

售额达到 1亿美元 [2]。

中药方剂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

上因其组份复杂，有效成分不明确等

客观原因而比较难于实现。中国大陆

地区中药方剂的使用量居世界之首，

但其中药方剂专利数量却落后于美国

等国家。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中药

方剂知识产权，对于中国古代医典及

相关资料上记载的药物处方，包括药

物剂量、炮制法及其功效和主治病证

的中药方剂，必须建立中药方剂数据

库。本文对国内中药方剂数据库的建

设情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我

国今后中药方剂数据库建设的长远发

展提供思路上的启发和参考。

二、国内典型中药方剂数据库建

设情况及问题分析

自中医药数据库的建设兴起以

来，各种中医药相关数据库相继产生，

各地院校、政府机关、科研机构或企

业根据需要建立了自己的中药方剂数

据库，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建的包含

有“中医方剂数据库系统”的大型数

据库，知识产权出版建设的中国药物

专利数据库、上海有机所的中药与化

学成分数据库，东方灵盾公司的世界

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另外还有中国

中药数据库、中医方剂数据库和中国

方剂数据库等。

下面对上述其中几个数据库的建

设情况及数据库结构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药物专利数据库

中国药物专利数据库共计收录了

1985 年至今全部公开的医药发明专

利文献共计近 18 万条数据，更新速

度与专利公报接近同步。其中方剂数

据库收录了中国专利文献中的中药方

剂信息。该方剂数据库支持包含多种

中药材的方剂相似性检索，但方剂检

索没有方剂名称这一入口。

在检索框输入“茵陈 and 三七

and 丹参”，得到的 92 个检索结果。

其中一个检索记录示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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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

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收集了

1985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以中药为核

心的所有天然药物及其提取物方面的

专利信息、收录了来自中国、美国、

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欧洲专

利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超过 20

个国家、组织和地区的包括中药（日

本汉方）、藏药、印度药和西方国家

的天然药物在内的天然药物专利、其

中标引专利信息 11 万条、共含同族

专利 20 余万条、是世界上收录天然

药物专利最全的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括联合用药、制剂方

法、新治疗用途、药物制备方法、天然

药物种植方法、分析方法等专利，以及

兽药、有治疗作用的化妆品和洗涤用品

等。数据库支持化学结构、方剂和方剂

相似性检索，通过深度加工标引以及多

语种互译，可方便读者阅读。

经检索，中药方剂“五味消毒饮”

的查询结果如图 2所示。

( 三）上海有机所中药与化学成

分数据库

上海有机所的中药与化学成分数

据库建立了疾病用药—中药药材—化

图 1 中国药物专利数据库检索记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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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检索结果

图 3 上海有机所中药与化学成分数据库检索结果

合物性质的多层次综合信息数据库，

其中包括了 50000 余个处方，1400

多种疾病及其用药，22000 多种中药

材，以及药材中的 19700 多种化合物。

其中中药方剂信息包括了服用方

法、组成药材、治疗疾病以及加减方

等内容。可通过方剂名、指定药材来

检索。中医疾病的信息包括了病因、

临床诊断要点、实验室检测指征、与

其他疾病的辨析、治疗方法与可用方

剂名、其他单方验方、对治疗结果的

评价、相关方剂、相关药材等内容。

可通过疾病名、证候、科属来检索。

在“中药复方检索”框中的“指

定中药”检索框内输入“黄芩 ,当归 ,

甘草”，检索结果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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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药复方检索”框中对两种

常用的方剂按名称进行精确检索，其

查询结果如表 1所示。

方剂名称 组成 剂型 西医病名 中医病名

麻杏石甘汤
麻黄；杏仁；

甘草；石膏
汤剂

气喘；鼠疫；麻疹；流行性出

血热；丝虫病；蛔虫病；肺部

急性炎性病变、大叶性肺炎、

小叶性肺炎、间质性肺炎、细

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过敏

性肺炎；血吸虫病

气喘；鼠疫；麻疹；

疫斑热；丝虫病；

蛔虫病；肺热症；

蛊虫病

玉女煎

石膏；熟地；

麦冬；知母；

牛膝

汤剂
鼻衄、齿衄；呕血、吐血；糖

尿病

鼻衄、齿衄；呕血、

吐血；消渴

表 1 两种常用方剂的检索记录示例

（四）中国中药数据库

网络数据资源“医学全在线”网

站中的“中国中药数据库”收录了经

国家批准的中国中药说明书范本，数

据来源于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卫生部部颁药品标准 -- 中药

成方制剂》等，目前数据量为 3956 条。

其内容包括：组成配伍/功效主

治作用 /用药禁忌症 /副作用 /用法

用量 /服用方法 /制备方法 /剂型性

状规格 /英文名 /标准号 /处方来源

/含量测定/检查鉴别方法/浸出物等。

检索“九制大黄丸”，得到的查

询结果如图 4所示。

（五）“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中医方剂数据库

由上海中医中药数据中心建设的

网站公开数据库，即“上海研发公共

服务平台”中医方剂数据库，收录了

自 1950 年以来的中医杂志中的 19 万

个处方，其数据项包括了方剂名及其

异名、方剂组成 (药名、剂量、炮制 )、

主治、功效、用法、症状体症、证候、

治则、加减方及加减条件、宜忌、疗

效、典型医案、处方来源等信息，其

特点是强调了典型病例和疗效数据的

收集。该数据库与中药数据库和疾病

数据库相连，因此可以通过疾病检索

得到方剂，再从方剂得到相关中药，

乃至中药包含的化合物及其化学结构

和生物活性。其在 SIRC/TCM 中医药

信息系统中的位置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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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医学全在线”的“中国中药数据库”数据记录示例

图 5 上海中医中药数据中心建设的中医药信息系统



业务探讨                                                                            数据加工通讯

16 Documentation Processing Review / 2012.10 第 10 期（总第 54期）

该数据库的主要功能包括：提供

方剂名、指定中药、疾病名、方剂功

效、症状、体征和证候等多种检索途

径。对于指定中药检索允许同时检索

多味中药，其间用 “，”作为分隔符。

选择“方剂数据库”，在“疾病

名”检索框输入检索提问“* 肝炎”，

可以检索到字尾为肝炎的各种肝炎病

名的数据，检索结果如图 6 所示。用

户还可从中选择相关的肝炎，做进一

步的显示和链接。

图 6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中医方剂数据库记录示例

( 六 ) 现有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分析

从以上各数据库的数据样本可

见，现有数据库存在以下问题： 

（1）数据收集不全

目前我国各主要中药方剂数据库

数据收集还不够完整，受各种条件的

限制，收集数量有限。如上所述，有

些数据库收集的数据以方剂相关的专

利为主，有些以药典、官方标准、市

售中成药方剂为主，还有一些则兼顾

了中药古籍、验方、院方等类型的数

据。总体来讲，科技期刊文献相关方

剂数据资料的收集是目前各数据库比

较欠缺的方面，这与期刊数据分布零

散，收集成本昂贵有直接的关系；另

外，古代及现代医学书籍数据资料的

收集也不够完整，现代中药处方，很

多是由古代经典书籍记录方剂衍生而

来，因而古籍方剂的全面收集和科学

分类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整理学科分

类体系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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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分类不够系统

中药方剂组成与中医基础理论密

切相关，在构建中药方剂数据库时应

适当考虑中医基础理论和方证规律。

目前各中药方剂数据库在构建时对中

医基础理论的考虑还非常少，多数只

是简单的收集，因而使得数据库的整

体分类体系显得不够系统。另外，不

少数据库也没有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资

料进行区分或分类，比如来源于古籍、

药典、期刊、院方、专利文献等类型

的数据没有进行明确划块或区分，而

是将各类型数据混杂在一起。

中药方剂往往是在基础方的基础

上进行辩证加减，基础方是各加减方

的起源，具有更大的收集、分类价值，

因此，数据库应对中药方剂的基础方

进行重点索引或标识，或者与加减方

有所区分。如上所述，目前不少数据

库收集方剂时，有主次不分的“嫌疑”，

某种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数据库的分类

混乱。

（3）数据格式单调

目前多数中药方剂数据库的数据

记录只列出了药味和剂量信息，并没有

关于附带的方证规律信息或其他中医

处方依据的相关信息，这部分信息作为

中药方剂应用过程中技术方案的整体

实际上是被丢弃了，使得有效的技术信

息变得不完整。虽然这部分信息的上传

在数据库建设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是，今后还是非常有必要研究如何

将其补充到方剂数据库中来。

方剂信息中的疗效部分，有的数

据库仅列出西医疾病名称，有的仅列

出中医病证信息，这部分信息还缺乏

相关规范化的要求，如何兼顾中西医

疾病相关信息应该是今后重点研究的

内容。

（4）数据库结构不完善

现有中药方剂数据库在结构设计

上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多数数

据库只有检索功能，缺少统计分析等

其他功能。另外，不同数据库在进行

结构设计时，也可以在思路上互相借

鉴、相互补充。

三、中药方剂综合数据库构建设想

目前虽然已经建成较多的数据

库，但在方剂信息数据收集、数据规

范化处理、方剂的筛选分类体系、数

据库结构完善、多数据库综合检索等

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本文上述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中药方剂综

合数据库构建设想：

（1）全面的数据资源收集

来源于中医古籍、药典、官方标

准、科技期刊、现代书籍、专利文献

等类型方剂数据可进行综合、全面的

收集，统一纳入数据库中，如果收集

存在难度，可考虑现有数据库的多数

据库融合的建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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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的方剂筛选分类方案

方剂筛选时，有必要删除一部分

缺少主治病证的方剂数据，对于重名、

异名、无名的方剂进行整理，基础方

和衍生的加减方要有所区分或标识，

方剂收集时，应提前制定系统严密的

筛选标准。

不同数据来源的方剂信息应进行

必要的标识和分类，另外，还应根据

方证规律和疗效信息进行必要的标识

或分类，从而构建科学系统的分类体

系。

（3）规范的方剂数据记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主持编写

了一系列中医药术语标准，对中药方

剂的规范化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相关学者在中药方剂信息的规范化处

理上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但是，

如上所述，各方剂数据库的数据记录

差别较大，还非常不规范，目前急需

制定更具体全面的数据处理标准。

（4）合理的数据库结构设计

中药方剂数据收集齐全以后，所

建数据库包含的数据资源数量将会非

常庞大，所以其结构设计应保证具有

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总结归

纳的功能。

（5）多数据库综合检索平台

数据库建设成本较高，如能充分

利用现有数据库进行适当归纳整理，

将大大减少成本。在综合数据库建成

之前，及时建立现有各主要方剂数据

库的综合检索平台将是合理可行的构

建思路。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杨晓春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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