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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安徽省儿童医院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用药特点和组方规律。 方法　 采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

（Ｖ２ ５）， 对医院中成药目录中治疗感冒类中成药的组方信息进行挖掘和统计分析。 结果　 共有 ４８ 种中成药， 证型以

风热感冒为主， 频次较高的中药有黄芩、 连翘、 甘草、 金银花， 性味以寒、 温、 平及苦、 甘、 辛为主， 大多归于肺

经； 用药模式中发现 ７ 组药对和 ８ 组关联规则， 通过聚类分析得到 ２ 组核心组合和 ３ 种潜在新方。 中成药处方常见问

题为重复给药和适应症不适宜。 结论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的证型大多为风热感冒， 功效以清热解表为主， 但在实

际应用中处方仍存在不合理情况， 建议完善信息系统、 加强处方点评工作以规范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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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大多为外感淫邪引起肺卫功能失调所致， 主要表

现为鼻塞、 流涕等呼吸道症状， 也伴有头疼、 发热、 恶寒

等全身症状， 四季皆可发病， 春冬常见， 老年人和儿童容

易出现并发症。 随着我国大力发展中医， 中成药在感冒治

疗中的地位越发重要。 儿童免疫力低， 是易患感冒的特殊

群体， 中成药以其服用方便、 不良反应少等优点越来越受

到临床医师青睐。
现阶段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很多， 症状不同， 治法也有

所差异， 需要进行辨证论治［１］ ， 根据外感邪气不同可分为

风邪、 暑邪、 湿邪和燥邪， 以风邪为主； 根据患者体质不

同， 又可分为虚症和实证。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种类繁

多， 组方用药也各具特点， 为了进一步了解安徽省儿童医

院该类中成药应用现状， 本研究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

件 （Ｖ２ ５） 对其用药特点和组方规律进行深入挖掘， 以期

为临床医师和患者提供帮助。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选取安徽省儿童医院中成药目录中说明书

“主治与功能” 中含有 “解表、 解热、 感冒、 上呼吸道感

染” 关键词的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 将剂型不同但组方

成分一致者合并录入， 作为同一张处方， 同时将 “生石

膏” “石膏” 统一为 “石膏”， “黄芩苷” “黄芩” 统一为

“黄芩”。 随机抽取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０００张相关门诊处方， 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
１ ２　 数据录入和分析　 由 ２ 名研究人员将符合标准的治疗

儿童感冒类中成药按说明书记载的品名、 规格、 剂型、 功

能主治、 处方组成等信息输入 Ｅｘｃｅｌ 软件表格中， 并将其

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 （Ｖ２ ５）， 由第 ３ 名研究人员

进行审核校对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２　 结果

２ １　 证型和类型　 共有 ５３ 种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 将

组方成分相同者合并后得到 ４８ 种 （如小儿柴桂颗粒和小儿

柴桂口服液虽然剂型不同， 但成分相同， 故计为同一种）；
证型有 ５ 种， 可分为 １０ 个类型， 具体见表 １～２。

表 １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证型分布

证型 使用频次 ／ 次 使用频率 ／ ％
风热感冒 ３９ ８１ ２５
风寒感冒 ３ ６ ２５
气虚感冒 ２ ４ １２
惊风感冒 １ ２ ０８

其他 ３ ６ ２５

表 ２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类型分布

类型 使用频次 ／ 次
清热 ４３
止咳 １５
解表 １２
平喘 ３
镇静 ２
通窍 ２
祛痰 ２
祛风 ２
祛湿 １
安神 １

９９６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第 ４６ 卷　 第 ２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



２ ２　 中药使用频次　 ４８ 种中成药中使用频次排名前 １０ 位

的中药依次为黄芩、 连翘、 甘草、 金银花、 石膏、 板蓝根、
人工牛黄、 苦杏仁、 柴胡、 大黄， 具体见图 １。

图 １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所用中药使用频次分布

（排名前 １０ 位）

２ ３　 中药性味归经 　 ４８ 种中成药中苦、 甘、 辛味中药使

用频次较高； 寒性药应用最多， 温、 平、 凉性药次之； 入

肺、 胃、 心经者占前 ３ 位， 具体见表 ３～４。
表 ３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所用中药性味分布

药性 使用频次 ／ 次 药味 使用频次 ／ 次
寒 １９１ 苦 １７４
温 ５４ 甘 １２７
平 ３９ 辛 １２６
凉 ２０ 咸 １６
热 ２ 酸 ７

涩 ２

表 ４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所用中药归经分布

归经 使用频次 ／ 次 归经 使用频次 ／ 次
肺 １８５ 小肠 ４０
胃 １４６ 胆 ３８
心 １２０ 膀胱 ２４
脾 ９６ 肾 ２３
肝 ９４ 心包 ９

大肠 ４３

２ ４　 组方规律　 在 ４８ 种中成药中筛选风热感冒类中药进

行组方分析， 支持度设为 ６， 选择 “用药模式”， 得到 ７ 组

高频组合； 置信度设为 ０ ６， 选择 “规则分析”， 得到 ９ 条

关联规则， 具体见表 ５～６ 和图 ２。
表 ５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 （风热感冒类） 用药模式分

析结果

序号 药对 出现频次 ／ 次
１ 金银花⁃连翘 １０
２ 黄芩⁃金银花 １０
３ 黄芩⁃连翘 ９
４ 黄芩⁃金银花⁃连翘 ８
５ 黄芩⁃板蓝根 ７
６ 连翘⁃板蓝根 ６
７ 金银花⁃板蓝根 ６

２ ５　 核心组合、 潜在新方组合　 根据相关中成药组成， 设

置相关度为 ７， 惩罚度为 ２， 通过聚类分析提取 ２ 个核心组

合， 每个 ３ 组， 具体见表 ７～８ 和图 ３。
２ ６　 含有毒药材中成药 　 ４８ 种中成药中 １５ 种含有毒药

材， 具体见表 ９。
表 ６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 （风热感冒类） 关联规则分

析结果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１ 黄芩，连翘→金银花 ０ ８９
２ 金银花，连翘→黄芩 ０ ８０
３ 黄芩，金银花→连翘 ０ ８０
４ 板蓝根→黄芩 ０ ７８
５ 金银花→黄芩 ０ ６７
６ 连翘→金银花 ０ ６７
７ 金银花→连翘 ０ ６７
８ 板蓝根→金银花 ０ ６７
９ 板蓝根→连翘 ０ ６７

图 ２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 （风热感冒

类） 用药配伍模式网络图

表 ７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 （风热感冒类） 核心组合

核心组合 １ 核心组合 ２
桔梗⁃荆芥⁃薄荷 荆芥⁃牛蒡子⁃淡豆豉

板蓝根⁃金银花⁃连翘 连翘⁃柴胡⁃薄荷

栀子⁃青蒿⁃厚朴 青蒿⁃薄荷⁃艾叶

表 ８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风热感冒类） 潜在新方组合

序号 新方组合

１ 桔梗⁃荆芥⁃薄荷⁃牛蒡子⁃淡豆豉

２ 板蓝根⁃金银花⁃连翘⁃柴胡⁃薄荷

３ 栀子⁃青蒿⁃厚朴⁃薄荷⁃艾叶

２ ７　 不合理处方　 共有 ７２ 张， 总不合理率为 ７ ２％ ， 具体

见表 １０。
表 ９　 含有毒药材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分布

有毒药材 数量 ／ 种 名称

苦杏仁 ８ 金莲清热颗粒、连花清瘟颗粒、小儿肺热咳
喘颗粒、射麻口服液、柴银口服液、清宣止咳
颗粒、小儿肺热清颗粒、三拗片

半夏 ２ 小儿豉翘清颗粒、小儿葫芦散

雄黄 ２ 六神丸、小儿化毒散

艾叶 １ 银胡感冒散

附子 １ 小儿肺咳颗粒

３　 讨论

儿童感冒大多以风热感冒为主［２］ ， 可分为 ３ 种证候，
即风瘟犯表证、 瘟毒郁肺证、 毒犯肺胃证［３］ ， 其中风热感

冒以发热、 恶风、 汗泄不畅为主证， 治法多为清解、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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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 （风热感冒

类） 潜在新方组合网络图

表 １０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不合理处方分布

存在问题 处方数 ／ 张 不合理率 ／ ％
给药途径不适宜 ３ ０ ３０
用法用量不适宜 １３ １ ３０

重复用药 ３９ ３ ９０
适应症不适宜 １７ １ ７０

总数 ７２ ７ ２０

里热的清热解毒类药物［４］ ， 其次为解除六淫病邪侵袭肌表

的解表类药物， 再次为止咳、 平喘为主并结合理气、 化痰

药物组合而成的止咳类药物。
本研究发现， 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中使用频次排名

前 ４ 位的中药为黄芩、 连翘、 甘草、 金银花， 其中黄芩具

有清热解毒、 燥湿泻火之功， 有着抗菌、 抗病毒活性［５］ ；
连翘、 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 疏风散热功效， 两者配伍可

治疗外感风热和温病初期诸症； 甘草可补中益气、 缓急止

痛、 清热解毒、 化痰止咳， 其所含的甘草酸可作为抗新型

冠状病毒的潜在活性成分［６］ 。 同时， 组方性味以寒、 温、
平性和苦、 甘、 辛味为主， 中医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 但

脏腑娇嫩， 经脉未盛， 易淫邪犯体， 寒性属阴， 有清热解

邪之效； 温性属阳， 有清寒温中补虚之效； 平性则指药物

偏性缓和［７］ ； 苦味有清热泻火作用， 甘味可补虚止痛， 缓

和药性， 辛味有发散风寒行气行血之功； 肺主皮毛， 开窍

于鼻， 感冒大多发于表与肺， 故相关治疗药物大多归肺经；
儿童脾胃功能尚未成熟， 外感风邪时常伴有脾失运化脘腹

胀满等症状， 可用归胃经、 脾经的药物调和； 儿童感冒为

热证， 时常伴有心火亢盛、 失眠哭闹等证， 使用归心经的

药物可达清心安神之功［８］ 。
在 ４８ 张治疗儿童感冒类中成药处方中， 涉及风热感冒

的占 ３９ 张， 排位前三的用药模式分别为金银花⁃连翘、 黄

芩⁃金银花、 黄芩⁃连翘， 充分体现了清热解表药物的配伍

模式， 与风热感冒治则符合， 再采用无监督熵层次聚类法

得到 ３ 种潜在新方组合， 为相关临床研究提供新思路。 另

　 　 　 　

外， 含有毒成分的相关中成药达 １４ 种， 虽然其剂量均在安

全范围内， 但儿童机体娇嫩， 长期或超剂量服用会可能增

加不良反应的发生， 使用时需慎重［９］ 。
对相关中成药处方进行点评时发现， 主要存在的问题

是重复给药。 《北京市医疗机构处方专项点评指南共识报

告》 ［１０⁃１１］提到， 重复用药常见的有 ４ 种情况， 分别为适应

症重复、 组方药味重复、 同一功效类别重复、 特殊组分的

重复 （毒性、 烈性饮片和化学药物）。 然而， 大多儿童用

中成药的说明书存在信息缺失， 如用法用量不清， 安全性

信息缺乏等［１２⁃１３］ ， 重复用药会增加不良反应风险， 同时用

药品种过多会也会加重经济负担， 需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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