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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中医脉诊客观化

的深入研究、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数据，而伴随

着数据的不断增加，人们发现往往难以通过简单的

总结来理解数据中包含的大量信息，从而形成了

“资料丰富而知识缺乏”的局面。在传统中医理论的

指导下，人们往往是事先知道结果，再去寻找其理

论根源和实践佐证，结果大多是凭经验而来的，这

是与数据挖掘最主要的区别，当数据丰富，超越了

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时，人们对其认识是不全面

的，散在的，通过数据挖掘才能提取出其新颖、未知

的知识，即数据挖掘的事先未知性、隐含性。笔者认

为在中医的脉诊研究中，将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数据

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统计学知识有机结合，将是

解决大量数据难以处理这一研究瓶颈的行之有效

的方法，将数据库技术等计算机基础研究方法运用

于中医的脉诊等的研究，也为中医的现代化注入了

新的活力。

本文以明清、近现代 9 ::: 余例病案为研究分

析对象，运用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将病案分为病

名、证型、脉象、舌象及症状几项，然后进行统一化

及规范化处理，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各项因

素的单一统计，相关性分析来探求疾病与其各个构

成因素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影响，进行大量统

计、运算分析，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其本质及

规律。

! 资料与方法

数据挖掘在中医脉象研究中的运用是本文需

要具体讨论的内容，本文对 9 ::? 例明清及近现代

医案、医话的分析、统计是基于数据挖掘模型而提

出的。

!"! 数据 @病例采集A 针对确切的明清及近现代

9::? 例医案的一个集合，它可以基本描述疾病的特

点、情况，这些原始数据基本上是有据可依的，来源

于古代医案、医籍。

!"# 方法

!） 模式：对于原始病案来讲，可分为五大类别，分

述其各自特点。在这里五大类分别为：病名，证型，

舌象，脉象，症状，此称为五种模式。

#） 数据挖掘的处理过程

本文所提到的数据挖掘与病案原始数据库中

的知识是客观的，具有同样广泛的意义，在从整个

原始数据到最终知识的处理过程中包括原始医案

数据的采集、数据的预处理运行挖掘算法，知识表

达@脉象软件A等。目前有几类处理手段模型，如多处

理 过 程 的 B’22’3 模 型 ，"#5& 模 型 等 。 本 文 采 用

B’22’3 模型。是对 B’22’3 模型的简说明，本文是把

病案分析看作一个多阶梯处理过程，每个过程之间

是相互关联的。

#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病名与脉象之间脉象与病

名之间，证型与脉象之间，脉象与证型之间的联系。

CA从病名推出相关脉象，并显示各脉象出现的

频度，可分析得出病名与各脉象之间的联系，与哪

一种脉象关系最密切，与哪一种脉象关系最疏远。

8A从脉象推出对应疾病，并显示各疾病所占的

百分比，通过比较可得出此脉象在哪一种疾病中更

常见。

9A从证型推出相应的脉象，并显示各脉象的频

度，可分析得出此证型与各种脉象之间的联系，与

哪一种脉象的关系最密切，与哪一种脉象的关系最

疏远。

DA从脉象推出相应证型，并显示各证型所占百

分比，通过比较可得出此脉象在哪一种证型中最常见。

其全面性、系统性、明确性、简便性明显优于祖

国医学传统的依靠经验所总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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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课题所纳入的病例均是随机抽取，结果显示

脉象出现频率顺序依次为：细、数、弦、沉、浮、滑，其

反映出 9 ::: 余例病案脉象出现规律。?）此六种脉

象基本上与临床常见脉象相吻合，是符合临床脉象

出现规律的。8）本文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细脉共出

现 8 8@A 次，占 9B=9; C，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

部分医院住院病人中弦脉的出现率达 @: C左右，而

本文统计结果显示弦脉共出现 ? :99 次，占 ?D=@A C，

居于第 9 位，与其调查结果有所不同。

除去时代与人群差异的因素之外，脉象诊断技

术的差异应为主要原因。所选病案诊脉者均为著名

中医，其技术高超，判断比较准确，目前普通医院的

中医脉诊技术尚有提高的余地。“细脉者，脉细如线，

但应指明显”，“弦脉者，端直而长，如按琴弦”，两者

在脉形上有相似之处，因此给医生诊脉带来了困难，

临床易于混淆。脉象的形成与脏腑气血密切相关，通

过诊察脉象可显示出健康状况的细微变化，不同脉

象所显示的疾病不同，明辨细脉、弦脉在临床研究与

实践上均有重要意义。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本课题

的研究工作是具有临床现实意义的。但本课题只是

初步尝试了数据与脉象的相关性研究。至于随着输

入病例数目的增加，脉象出现频率是否会发生变化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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