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ntiers in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pr. 2025, Vol. 29, No.4642

https://yxqy.whuznhmedj.com

·论著·一次研究·

DOI: 10.12173/j.issn.2097-4922.2025010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803958）

通信作者：苏芬丽，硕士，副主任药师，Email：fenlisu@126.com

基于数据挖掘研究三大目录收载的治疗糖尿病
中成药的用药规律

苏芬丽1，刘超男2，姚  媛1，冯时茵1，闫  雪1，丘振文1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广州 510405）

2.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广州 510405）

【摘要】目的  运用数据挖掘方法探讨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的组方规律。方法  收集《中

国药典（2020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 年）》中治疗糖尿病的中成药，采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9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组方药物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 SPSS Modeler 18.0 软件对组方药

物进行关联规则分析；运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使用频次≥6 次的 17 味中药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  32 种中成药共包含 81 味中药，主要为补虚药、清热药和活血化瘀药，药性主要为寒性，

其次为凉性和温性，药味主要为甘味，其次为苦味和辛味，主要归肺、肾、肝经。11 组强

关联药对中出现频率最高是天花粉→黄芪，置信度最高的是人参 + 五味子→黄芪。高关联

性中药以生脉散合玉液汤为主方进行加减。结论  数据挖掘技术能够揭示糖尿病中成药隐藏

的组方规律，可为临床药物配伍使用及降糖中成药的新药开发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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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Data min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medication rul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in treating diabetes. Method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 Chinese 
Pharmacopeia (2020 edition), National Essential Drugs List (2018 edition) and Medicine List for 
National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Employment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 (2024 
edition) were collec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9 software. SPSS Modeler 18.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rules of prescription 
drugs. Clust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medicines used 6 or more times for 
diabetes by using SPSS 22.0. Results  32 kind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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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mainly for tonifying deficiency, clearing heat and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were mainly cold, followed by cool and warm, and the medicinal flavor was mainly sweet, 
followed by bitter and tangy. The main meridian distribution belonged to the lung, kidney and liver. 11 groups 
of strongly associated drug pairs were obtained by association rule analysis, among which Trichosanthis Radix 
→Astragali Radix had the highest frequency, and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Schisandrae Chinensis Fructus→ 
Astragali Radix had the highest confidence. High-correl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ere primarily based on 
modifications of Shengmai Powder combined with Yuye Decoction. Conclusi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can reveal 
the hidden formula formation rul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for treating diabetes, 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clinical drug compatibility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of hypoglycemic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Keywords】Diabete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Medication rule; Data mining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随着

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来我

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持续上升，已高达 11.9%[1]，

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2]。作为严重

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四大类慢性病之一，国家已

对糖尿病实施综合防治管理策略 [3]。糖尿病在中

医里称为“消渴病”，中药在防治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治疗糖尿病中药

组方用药特点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郑绍勇 [4] 收

集了 2001—2016 年发表的中医药治疗阴虚型糖

尿病的有关文献分析组方规律，结果发现阴虚型

糖尿病的治疗主要以六味地黄丸的组成为主，随

证配伍滋阴、清热、凉血活血、补气等药物。曾

慧妍等 [5] 总结了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范冠杰教

授门诊治疗 197 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处

方用药特点，结果发现使用频次最高的 10 种中

药药味分别是丹参、甘草、牡丹皮、生地黄、茵陈、

莪术、白芍、薏苡仁、薄荷和葛根，以活血通络、

清热祛湿等中药为主。印家成等 [6] 总结了成都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谢春光教授门诊治疗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 122 张处方 134 味中药的用药特点，结

果发现黄芪使用频次最高，其次为山药、山茱萸、

麦冬等，处方用药主要为益气养阴类和清热燥湿

类，以甘味、苦味和辛味药居多，主要归肺经、

肾经、肝经和胃经。然而，有关糖尿病中成药用

药规律的研究报道较少，马明华等 [7] 对 《中国药

典（2015 年版）》收载的 21 种治疗糖尿病或有降

血糖作用的中成药组方药味特点进行了研究，结果

发现组方药味以补虚药和清热药为主，黄芪使用频

数最高，但该研究仅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未进行药

物配伍规律研究，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的组方规律有

待进一步挖掘。作为医疗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

依据，《中国药典（2020 年版）》收录了临床常

用且疗效确切的中成药，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代表

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收录了

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的中成药，具有广泛的应用

基础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2024 年）》则收录了医保报销范围

内的中成药，反映了临床实际使用情况。三大目录

在更新过程中，既考虑了科技进步和疾病谱变化，

也兼顾了药物经济学和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本文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和总结三大目录所推荐的

降糖中成药的用药规律，以期为临床合理应用降糖

中成药以及新药研发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中成药处方收集与筛选
1.1.1  处方来源

《中国药典（2020 年版）》 《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2018 年版）》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 年）》。

1.1.2  收集策略
①收集药品说明书【功能主治】中含有“消渴”

或“糖尿病”，且列出全部药物组成的中成药 ；

②合并不同药名但组成成分相同的中成药，如玉

泉胶囊（颗粒）与十味玉泉片（胶囊）；③剔除

仅含有中药提取物的中成药，如桑枝总生物碱片。

最终共 32 种中成药纳入分析（药味相同但剂型

不同的中成药归为 1 种）。

1.2  数据库的建立
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9 软件建立数

据库，录入 32 种中成药的药品名称、成分和功

能主治。参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

中“药材与饮片”部分，对纳入中药的药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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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处理：如人参、人参提取物、红参统一为

人参；生地黄、地黄统一为生地黄；山茱萸、山

茱萸（制）、酒萸肉统一为山茱萸；黄精、黄精

（酒炙）统一为黄精；乌梅、乌梅肉统一为乌梅；

黄芪、黄芪（炙）统一为黄芪；黄连、黄连（酒

蒸）统一为黄连；参照《中药学》[8] 对纳入中药

进行功效分类和规范化处理：补气药、补血药、

补阳药、补阴药统一为补虚药。 

1.3  数据挖掘分析
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9 软件对药物功

效分类、药性、药味、归经进行频数统计，用于

分析药物的使用频率和功效分类，揭示常用药物

及其功效特点；运用 SPSS Modeler 18.0 软件，根

据 Apriori 算法对核心用药进行关联规则分析，用

于发现药物之间的配伍规律，揭示核心药对和组

方特点；运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用于对高频药物进行分类，揭示药物的配伍组合。

2  结果

2.1  纳入药品分析
2.1.1  中成药来源分布

三大目录共收载 32 种治疗糖尿病（消渴病）

的中成药（表 1），其中 4 种中成药在三大目录均

有收载，分别为金芪降糖片（丸/胶囊/颗粒）、参

芪降糖片（胶囊/颗粒）、津力达颗粒（口服液）

和消渴丸。

2.1.2  功效归类情况
结合三大目录与药品说明书，将 32 种中成

药的功效和主治证型进行归纳（表 2），其中益

气养阴剂 26 种、滋阴剂 4 种、温阳剂 1 种、益

气活血剂 1 种。由此可知，收录于三大目录中的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以补益类药物为主，其中益

气养阴类药物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证型为气阴两

虚证和气阴两虚兼血瘀证。
表1  32种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的来源分布

Table 1. Source distribution of 32 kind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in treating diabetes
序号 药品名称 来源 序号 药品名称 来源

1 金芪降糖片（丸/胶囊/颗粒） ①②③ 17 消渴平片 ①

2 参芪降糖片（胶囊/颗粒） ①②③ 18 消渴灵片 ①

3 津力达颗粒（口服液） ①②③ 19 渴乐宁胶囊 ①

4 消渴丸 ①②③ 20 五黄养阴颗粒 ①

5 玉泉胶囊（颗粒）/十味玉泉片（胶囊） ①③ 21 糖尿乐胶囊 ①

6 芪蛭降糖片（胶囊） ①③ 22 玉泉丸 ③

7 糖脉康片（胶囊/颗粒） ①③ 23 消渴康颗粒 ③

8 六味地黄胶囊（颗粒） ①③ 24 渴络欣胶囊 ③

9 麦味地黄丸 ①③ 25 天麦消渴片 ①

10 桂附地黄口服液（丸/片/胶囊/颗粒） ①③ 26 消渴清颗粒 ③

11 天芪降糖胶囊 ②③ 27 参芪消渴颗粒 ③

12 十味消渴胶囊 ① 28 麦芪降糖丸 ③

13 芪明颗粒 ① 29 芪黄颗粒 ③

14 降糖甲片 ① 30 木丹颗粒 ③

15 参精止渴丸 ① 31 通脉降糖胶囊 ③

16 养阴降糖片 ① 32 芪蛭益肾胶囊 ③
注：①《中国药典（2020年版）》；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③《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
年）》。

归类 主治证型 中成药名

补益剂：益气养阴剂 气阴两虚 十味消渴胶囊、玉泉丸(胶囊/颗粒)、十味玉泉片（胶囊）、降糖甲片、参芪降

糖片（胶囊/颗粒）、参精止渴丸、养阴降糖片、津力达颗粒（口服液）、消

渴丸、消渴平片、消渴灵片、渴乐宁胶囊、五黄养阴颗粒、糖尿乐胶囊、天芪

降糖胶囊、参芪消渴颗粒、麦芪降糖丸

气阴两虚兼血瘀 芪蛭降糖片（胶囊）、糖脉康片（胶囊/颗粒）、渴络欣胶囊、芪黄颗粒、通

脉降糖胶囊、芪蛭益肾胶囊

气阴两虚、阴虚内热 天麦消渴片

气阴两虚、肝肾不足、目络瘀滞 芪明颗粒

气虚内热 金芪降糖片（丸/胶囊/颗粒）

表2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的功效归类

Table 2. Efficacy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in treating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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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药频数分析
32 种中成药共使用了 81 种组方药物，总使用

频数为 283 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黄芪，其次

为生地黄、天花粉和五味子，排在前 10 位的还有

麦冬、葛根、黄连、人参、茯苓和山药，具体见表 3。

2.3  中药功效分类 
按照功效分类，81 味中药共涉及 15 类，其

中补虚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收涩药和利水

渗湿药排在前 5 位，总累计频率达 86.22%，具体

见表 4。

2.4  药物性味归经分布
对 81 味中药的性味归经特点进行统计分析。

每味中药仅具有 1 种药性，累计药物频次 353 次，

主要为寒性（111，31.44%），其次为凉性（89，

25.21%） 和 温 性（88，24.93%）， 见 图 1。 每 味

中药可具有多种药味，累计药物频次 436 次，主

要 为 甘 味（218，50.00%）， 其 次 为 苦 味（113，

25.92%）和辛味（50，11.47%），见图 2。同一中

药可以归不同的经络，累计药物频次 764 次，主

要 归 肺 经（160，20.94%）， 其 次 为 肾 经（141，

18.46%）、 肝 经（116，15.18%） 和 脾 经（141，

18.46%），见图 3。 

归类 主治证型 中成药名

补益剂：滋阴剂 肾阴虚 六味地黄胶囊（颗粒）

肺肾阴虚 麦味地黄丸

阴虚热盛 消渴康颗粒

阴虚内热挟血瘀 消渴清颗粒

补益剂：温阳剂 肾阳虚 桂附地黄口服液（丸/片/胶囊/颗粒）

祛瘀剂：益气活血剂 气虚阻络 木丹颗粒

续表2

表3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组方药物的使用频率

Table 3. Frequency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mula 

in treating diabetes
序号 中药名 频次 出现频率（%）

1 黄芪 23 71.88

2 生地黄 18 56.25

3 天花粉 15 46.88

4 五味子 14 43.75

5 麦冬 12 37.50

6 葛根 11 34.38

7 黄连 10 31.25

8 人参 10 31.25

9 茯苓 10 31.25

10 山药 9 28.13

表4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组方药物的功效分类情况

Table 4. Efficacy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mula in treating diabetes
序号 中药分类 种数 频次 频率（%）

1 补虚药 21 100   35.34

2 清热药 15 70   24.73

3 活血化瘀药 13 27     9.54

4 收涩药 6 27     9.54

5 利水渗湿药 6 20     7.07

6 解表药 4 15     5.30

7 化湿药 2 5     1.77

8 止血药 3 4     1.41

9 化痰止咳平喘药 2 3     1.06

10 泻下药 1 3     1.06

11 理气药 2 2     0.71

12 祛风湿药 2 2     0.71

13 温里药 2 2     0.71

14 平肝熄风药 1 2     0.71

15 消食药 1 1     0.35

合计 81 283 100.00

图1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组方药物的药性分布

Figure 1. Properti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mula 

in treating diabetes

图2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组方药物的药味分布

Figure 2. Flavor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mula in 

treating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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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组方药物的归经分布

Figure 3. Meridian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mula in treating diabetes

2.5  核心用药关联规则分析
运用 SPSS Modeler 18.0 软件，对 81 味中药进

行关联规则分析（表 5）。根据 Apriori 算法，设

置最小支持度（前后项药物在所有处方中同时出

现的概率）为 25%，最小置信度（前项药物出现

时后项药物出现的概率）为 80%，最大前项数为

2，以确保发现的规则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结果

共得到 11 组药对，增益均＞1，即均为有效规则。

核心药对为人参 + 五味子→黄芪（置信度最高），

天花粉→黄芪（支持度最高）。同时构建治疗糖

尿病中成药处方药物的关联网络图（图 4），根

据线条的粗细和颜色的深浅可知，黄芪与生地黄、

表5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组方药物关联规则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association rul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mula in treating diabetes
序号 关联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增益

1 人参+五味子→黄芪 25.00 100.00 1.39 

2 人参→黄芪 31.25 90.00 1.25 

3 人参+黄芪→五味子 28.22 88.89 2.03 

4 麦冬+天花粉→五味子 25.00 87.50 2.00 

5 五味子+生地黄→天花粉 25.00 87.50 1.87 

6 五味子+生地黄→黄芪 25.00 87.50 1.22 

7 葛根→黄芪 34.38 81.82 1.14 

8 天花粉+生地黄→黄芪 34.38 81.82 1.14 

9 人参→五味子 31.25 80.00 1.83 

10 天花粉→黄芪 46.88 80.00 1.11 

11 五味子+天花粉→黄芪 31.25 80.00 1.11 

图4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组方药物关联规则分析网络图

Figure 4. Analysis network of association rul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mula in treating diabetes

2.6  聚类分析
运 用 SPSS Statistics 22.0 软 件 对 使 用 频 次

≥6 次的 17 味中药进行聚类分析（图 5），采

用平方 Euclidean 距离作为度量区间，并使用

Ward 方法构建树状聚类，以确保分类结果的合

理性。通过组间联接的聚类方法生成树状图，

天花粉、人参、五味子、葛根，天花粉与黄芪、

生地黄、五味子、麦冬，五味子与黄芪、天花粉、

生地黄、麦冬等药物之间关联紧密。

图5  治疗糖尿病中成药频次≥6次的中药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ure 5. Clustering dendrogram of the Chinese 

medicines used 6 or more times for treating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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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相对距离为 10 的位置进行截取，最终得到

7 个聚类组合。第 1 类：山药、黄精、山茱萸、

枸杞子、丹参；第 2 类：麦冬、人参、五味子；

第 3 类：黄芪；第 4 类：黄连、知母、泽泻；

第 5 类：葛根、茯苓、牡丹皮；第 6 类：生地黄；

第 7 类：天花粉。

3  讨论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病”范畴，以多饮、

多尿、多食以及体重减轻、疲倦乏力、尿甜为主

要特征。其主要病变部位在肾、肺、脾（胃），

基本病机为阴津亏耗，燥热偏盛 [9]。疾病初期多

因情志失调，痰浊化热伤及阴液，以标实为主；

随着病情发展，逐渐转为气阴两虚，最终发展为

阴阳两虚，兼夹痰浊瘀血，以本虚为主。阴虚导

致血液运行不畅、气虚则鼓动无力，加之痰浊阻

滞、血脉不通，均可形成瘀血，而痰浊瘀血反过

来又会进一步损伤脏腑功能，耗伤气血 [10]。

药物频次统计发现，本研究涉及中药 81 味，

功效分类主要是补虚药，以补气药居多，如黄芪、

人参、山药、太子参、党参等，补阴药包括麦

冬、枸杞子、黄精、女贞子等；其次为清热药，

如生地黄、天花粉、黄连、知母、牡丹皮等；

活血化瘀药，如丹参、水蛭；此外还有收涩药，

如五味子、山茱萸；利水渗湿药，如茯苓、泽泻。

由此看出，临床常用药物的功效多集中于益气

养阴、清热生津、活血化瘀等，这也与糖尿病

以气阴两虚为主，可兼夹热盛、阳虚、血虚、

血瘀的证候特点相符合 [11-12]。现代研究发现，

补虚药中的补气药和补阴药如黄芪、人参、葛根、

麦冬、黄精、玉竹、枸杞子多有调节血糖的作

用 [13-14]；清热药则对阴虚燥热型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患者带来良好的改善 [15]。两类药物配伍组

方具有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清热解毒燥湿的

功效。收涩药五味子亦有降血糖作用 [16]；利水

渗湿药茯苓、泽泻健脾渗湿，利水泄热，常作

为佐药用于糖尿病中成药组方中。

药物性味归经分析发现，治疗糖尿病药物的

药性主要为寒性，其次为凉性、温性；药味主要

为甘味，其次为苦味、辛味；主要归肺、肾、肝、

脾（胃）经，与该病病位相符合。寒性药能清热

解毒，苦味药能燥湿，二者合用可达到奏清热燥

湿解毒的效果；温性药能补火助阳、促进气血运

行，甘味药能补能缓能和，辛味药则以发散和行

气为主，甘温药入肺肾肝可补气助阳，辛温药入

脾胃可行气化湿以解湿阻。

药物间关联规则分析发现，黄芪、生地黄、

天花粉、人参、五味子、葛根这 6 味中药在处方

中常配伍出现，核心药对如“人参 + 五味子→黄

芪”体现了益气养阴的治则，适用于气阴两虚型

糖尿病；“天花粉→黄芪”体现了清热生津的治

则，适用于阴虚燥热型糖尿病。通过关联网络图

可以直观看出，关联性高的中药为黄芪、生地黄、

天花粉、人参、五味子、麦冬、葛根、茯苓、山

药、枸杞子、知母、山茱萸，其组方规律主要涵

盖益气养阴药、清热泻火药、利水渗湿药，以生

脉散合玉液汤为主方加减。生脉散具有益气复脉、

养阴生津之功效，常用于合并心肺两虚的糖尿病

患者 [17]。玉液汤源自《医学衷中参西录》，主要

成分为生山药、生黄芪、知母、葛根、五味子、

天花粉、生地黄、麦冬等，具有健脾益气养阴、

固肾止渴的功效 [18]。

聚类分析结果揭示了药物的配伍规律，第 1

类中药（山药、黄精、山茱萸等）具有补气养阴、

健脾益肾的功效，适用于糖尿病早期，尤其是

气阴两虚型患者，可改善乏力、口干、多尿等

症状；第 2 类中药为生脉散，功效为补肺益气、

生津止渴、补肾宁心，适用于气阴两虚型糖尿

病，尤其是合并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可改善

患者气短、心悸、口干等症状；第 3 类为黄芪，

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药物，性味甘温，入肺脾

经，适用于气阴两虚、气虚血瘀等多种证型。

其补气升阳的功效可改善患者的乏力、气短等

症状，生津养血的功效可缓解口干、多尿等症

状。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其具有促进机体代谢、

改善胰岛素抵抗，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 [19]。第

4 类中药（黄连、知母、泽泻等）具有滋阴润燥、

清热泄火、利水渗湿的功效，适用于糖尿病合

并湿热证的患者，可改善口苦、尿黄、便秘等

症状；第 5 类中药（葛根、茯苓、牡丹皮）具

有健脾化湿、生津止渴、通经活络的功效，适

用于糖尿病合并脾虚湿盛或血瘀证的患者，可

改善肢体麻木、水肿等症状；第 6 类为生地黄，

性味甘寒，入心肝肾经，功效为清热凉血，养

阴生津 ；第 7 类为天花粉，性寒味甘苦，入肺

胃经，功效为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生地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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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粉适用于阴虚燥热型糖尿病，可改善患者

的口干、多饮等症状。黄芪、生地黄和天花粉

是降糖中成药处方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前 3 味药

物，药物之间的关联程度也最强，是中医临床

治疗糖尿病最常用的药物。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这三味药物具有显著的降血糖、抗炎、抗氧化

作用。

数据挖掘能够从大量数据中发现潜在的规

律，为临床组方提供参考。本次研究发现三大

目录收载的治疗糖尿病中成药的组方规律，主

要遵循益气养阴、清热生津以及活血化瘀的治疗

原则。核心药对如“人参 + 五味子→黄芪”“天

花粉→黄芪”等，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对

于气阴两虚型糖尿病，推荐使用生脉散（人参、

麦冬、五味子）合玉液汤（黄芪、天花粉、葛根）

加减，以益气养阴、生津止渴；对于阴虚燥热型

糖尿病，推荐使用天花粉、生地黄、黄连等清

热生津药物，配伍黄芪、麦冬等益气养阴药物；

兼有血瘀者，组方中可加用丹参、水蛭、牛膝等

活血化瘀药物。这些组方可根据患者的具体证型

（如气阴两虚、阴虚燥热、血瘀等）进行加减，

灵活应用于临床，也为研究开发新的降糖中成药

提供了思路和依据。

由于本研究仅基于三大目录收载的中成药，

未涵盖所有临床使用的中药复方和中成药，如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 年版）》推

荐 2 型糖尿病早中期肠道湿热证可口服葛根芩连

汤，肝胃郁热证可口服大柴胡汤加减，《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4 年）》虽有收载葛根芩连丸（片、胶囊、

颗粒、口服液）和大柴胡颗粒，因说明书功能主

治未含有“消渴”或“糖尿病”，故未纳入分析，

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此外，数据挖掘结果

主要基于处方药物的频次和关联性，未考虑药物

的剂量和配伍比例，未来新药研究可进一步结合

药效学和临床疗效数据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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