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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團隊先前研製了一套基於中醫藥材知識本

體的藥材配伍系統。該中醫藥材知識本體包含治療中

醫虛證的常用藥材及方劑。本論文擴充該中醫藥材知

識本體，包含治療中醫實證的常用藥材及方劑。目前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共包含 234筆藥材及 206帖方劑。

本論文並根據中醫藥材的性味，更細緻地分類該中醫

藥材知識本體的藥材功效，目前共包含 228 種藥材功

效。根據初步的實驗，藥材功效的新分類提升 21%

的藥材配伍系統精確度。本論文也實作一個中醫藥材

辭庫，支援中醫藥材別名及藥材功效別名的查詢及維

護。 

 

關鍵字: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 中醫藥材辭庫。  

 

1. 緒論 

 

  中醫藥材經歷二千多年的歷史，過去只能仰賴文

本的抄寫來傳承，因此造成許多資訊的錯誤及混淆，

如一詞多義與多詞一義的情況。若是想以現代計算機

強大的計算能力來建構中醫藥材系統，勢必會遭遇資

訊定義不明確的問題。因此對中醫藥材的名稱及功效

做標準化的處理是非常重要的。 

 

  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為彙整並標準化目前常用中

醫藥材及方劑，建構一個完善的中醫藥材知識本體。

本篇論文也建構一個中醫藥材辭庫，支援中醫藥材別

名及藥材功效別名的查詢及維護。奠基在完善的中醫

藥材知識本體及中醫藥材辭庫之上，本團隊開發之藥

材配伍系統[1][2] ，可以輔助中醫師提升其藥材配伍

的豐富度及精確度。 

  本篇論文參考陳建萍的方劑學[3]，在中醫藥材

知識本體內新增方劑。此外，也參考顏正華的中藥學

上下冊[4]以及張廷模的中醫常識[5]、醫砭[6]、A+醫

學百科[7]、中醫醫學百科[8]，新增現代中醫常用藥

材，並對其進行標準化。 

 

2. 相關研究 

 

  Zhou 和 Wu等人[9] 提到中醫資訊化的最大障礙

就是含糊曖昧且多義的資料，因此他們在 2001 年以

UMLS [10]為參考對象，開始研製一套名為 UTCMLS 

(unifi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language system)的

中醫知識本體。而他們所使用的開發工具為 Protégé 

2000。將知識本體系統分為二大部份處理，概念系統 

與語義系統。 其中概念系統主要包含概念本身的定

義與其基本資訊，包含概念名稱、概念定義等。而語

義系統分成語義型態與語義關係二部分，前者是處理

概念的型態，將型態分為個體與事件，後者則是處理

概念間的關係，分成等級關係與相關關係。 

 

  曾召的基于本體論構建中醫藥語言系統的思路和

方法 [11] 也提到在目前缺乏建構領域本體的成熟流

程、方法與標準規範的狀況下，UTCMLS 的建立是

一項創新性的舉發，其包括對中醫知識系統化的整

理、資訊標準化等，能提升中醫資訊檢索的全面性與

準確率，對中醫知識領域有很大的意義。 

 

  屈光孝的基於知識本體的中醫藥材配伍系統 

[1]，以中醫虛證的常用補氣藥材為主，建立了一個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當中除了氣虛證常用藥材之外，

還包含了這些藥材組成的方劑。此外，也設計了一套

根據中藥君、臣、佐、使配伍原則的多目標最佳化藥



材配伍演算法，能夠依照君、臣、佐、使的順序，根

據使用者輸入的藥材功效，自動選出藥材功效最佳的

藥材組成方劑。 

 

  李佳翰的支援多藥材功效之中醫藥材配伍系統 

[2]，以屈光孝的基於知識本體的中醫藥材配伍系統 

[1]為基礎，新增了大部分中醫氣、血、陰、陽虛證

的常用藥材及方劑。另外也改良了原本的配伍系統，

設計了一個更具彈性的多功效藥材配伍的演算法。 

 

3. 知識本體與相關工具 

 

  知識本體(Ontology)又稱為本體論，最早可追朔

至古希臘，為當時哲學論的分支，主要探討存有本身

(Reality) ， 即 一 切 事 物 的 基 本 特 徵 (Nature and 

Structure) ；本體之目的不同於以發現與塑造為目的

的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s)，他關心的是現實

或抽象事物本身的定義與描述[12]。 

 

  而在電腦資訊科學領域的知識本體，1993 年

Gruber 提 到 ， 知 識 本 體 是 對 於 概 念 化

(Conceptualization)的明確規範[13]。1997 年 Borst 也

提 到 知 識 本 體 是 對 於 共 享 概 念 化 (Shared 

Conceptualization)的正式規範[14]。1998 年 Studer 等

人結合了以上二種定義，將知識本體定義為對於共享

概念化之正式且明確的規範 [15]。總結來說，知識本

體就是某種術語集，定義特定領域中的各種概念的存

在以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例如人們以自己有興趣的

領域為對象，以領域內的知識為素材，編寫獨特的術

語集。 

 

  知識本體具有以下四點特性： 

 ( Conceptualization ): 

本體將真實世界予以概念化，以提供結構

性知識的描述，讓該領域的相關成員能相

互溝通。 

 ( Formal ): 

本體是一群正規化表示的概念集合，以清

楚的語義定義及數學符號所形成的語言進

行描述，可為人類所閱讀。 

 ( Explicit ): 

所使用的概念及使用這些概念的限制都有

明確的定義；而其資料可供機器解讀。 

 ( Share) 

知識本體表達的是共同認可的知識，反映

的是領域中公認的概念集。 

   

建構一個知識本體需要包含三個要素，分別為類別

(Class)、個體(Individual)、屬性(Property)。其中，類

別為自己所定義的概念，類別之間可以有繼承關係，

例如定義三個類別 生物、人類、貓類，其中人類類

別與貓類類別為生物類別的子類別。個體即領域內的

實體物件，為類別下之成員，例如在上述的人類類別

與貓類類別下分別建立個體小明、小華與個體咪咪、

凸凸。屬性即二個體間之關係或個體與類別間之關

係，例如個體小明因為建立在人類類別之下，所以可

以推知小明是人類；又小明與小華是朋友，所以在個

體小明與個體小華之間建立朋友屬性；而小明是咪咪

的主人，所以在個體小明與個體咪咪之間建立主從屬

性。 

 

  依照前段步驟，依序建立類別、個體、屬性後，

便能建構出一個知識本體。而本論文建構中醫藥材知

識本體所使用的開發工具為 Protégé 4.3 版 [16]。 

Protégé是美國史坦福大學所開發的知識本體編輯器 

[17] ，是基於 Java 的開放原始碼軟體，具有視覺化

的管理介面，能夠幫助我們快速建構知識本體。 

 

  而知識本體內之資料查詢部分，本論文是使用

SPARQL( SPARQL Protocol and RDF Query Language )

查詢語言。SPARQL 是基於 RDF 查詢語言發展而來

的。下圖 1為 SPARQL查詢語言的組成架構圖[18]。 

 

 
 

圖 1. SPARQL查詢語言結構 

 

    前置詞宣告(Prefix declarations): 宣告縮寫  

URIs。為了讓使用者容易閱讀且避免指令

太過冗長，所以常常會先簡化 URIs 後才輸

入 指 令 。 例 如 ， 原 始 URI 為

(http://www.w3.org/2002/07/owl#)，將其宣

告成 owl，使指令簡化。 

    輸出結果條件(Result clause):會回傳以此條

件查詢後所對應到的資料。例如，

SELECT ?name ?email，將回傳所有人的名

字與 Email資訊。 

    定義資料集(Dataset definition): 所要查詢的

RDF資料集。 

    查詢模式(Query pattern): 查詢 RDF 的方式

與搜尋條件，SPARQL 1.1 Query Language 

[18] 內介紹了許多查詢語法規範。 

    查詢排序(Query rearrange): 設定輸出結果的

排序方式。 

 



4. 系統架構 

 

  本論文提出的系統功能分為二大項，分別為中醫

藥材知識本體查詢以及中醫藥材辭庫維護。而其背後

的資料中心為中醫藥材知識本體與中醫藥材辭庫。系

統整體架構圖如圖 2所示。 

 

1.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知識本體內存放的資料為

經過我們標準化後的資料，包括方劑、藥材、

藥材功效；我們將其稱為個體，而個體間透過

物件屬性以及註解屬性彼此連接建立關連。完

整的知識本體擁有類別－個體－屬性 架構，利

用知識本體此三大要素彼此之間的關連性，我

們可以很容易地取得我們想要的中藥資訊以及

與其關連的其他資訊，這便是知識本體在資料

推導上的優勢之處。 

 

2. 中醫藥材辭庫：是以 MySQL資料庫所建立的，

在名為 TCM 的資料庫下創建許多的資料表

(Table)，例如 medicinal_original_alias Table存放

藥材的原始名稱、 medicinal_standard _alias 

Table 存放藥材的標準名稱。當基本的藥材資訊

表都建立好後，就可以再進一步建立 Mapping 

Table，利用此 Table 內的外鍵，可找出互相對

應的所有資料；例如利用上述的二個 Table 以

及 medicinal_alias_mapping Table 就可以找出某

個藥材標準名稱以及其對應的眾多藥材別名。 

 

 
 

圖 2. 系統架構圖 

 

  程式設計方面，採用 MVC（View-Controller-

Model）架構，如圖 2 所示。視圖（View）為網頁前

端 JSP 檔，以 HTML、AngularJS、 TypeScript、

JavaScript 等語言撰寫；控制器（Controller）為網頁

後端 Servlet，使用 Java 語言。觸發網頁行為後，系

統呼叫此模組中的 Java 檔去執行對應之函式；模型

（Model）為資料庫端，負責資料庫存取，前述函式

會呼叫此模組內之 Java 檔去對中醫藥材知識本體或

中醫藥材辭庫做查詢並回傳資料。透過 MVC 架構開

發的系統，不同端的檔案只會包含其負責的程式功

能，所以管理上相當方便，不會有前後端的程式碼都

混在同一個檔案內的情況發生。 

 

5.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 

 

  在介紹中醫藥材知識本體查詢的詳細功能之前，

先來介紹中醫知識本體以及我們如何將模糊多義的中

醫資訊做標準化處理。 

 

5.1.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設計 

 

  知識本體是採用階層式的架構建構而成，如圖 3

所示，最上層為中醫藥材知識本體，其下方有三個子

類別分別為藥材、藥材功效、方劑。 

 

 
 

圖 3. 知識本體架構 

 

  在藥材類別之下，我們建構了 31 個不同的藥材

子類別，分別為發散風熱藥材、發散風寒藥材、清熱

瀉火藥材、清熱解毒藥材、清熱涼血藥材、清熱燥濕

藥材、清虛熱藥材、潤下藥材、峻下逐水藥材、祛風

濕藥材、芳香化濕藥材、利水滲濕藥材、溫裡藥材、

消食藥材、驅蟲藥材、活血祛瘀藥材、止咳平喘藥

材、化痰藥材、安神藥材、平肝息風藥材、開竅藥

材、補氣藥材、補血藥材、補陰藥材、補陽藥材、收

澀藥材、湧吐藥材、攻下藥材、理氣藥材、止血藥

材、其他藥材。經過分類，每個藥材個體會依其最主

要的功效被分類至其中一個子類別。 

 

  接下來介紹我們標準化藥材功效的方法。例如下

方的原始及標準功效： 

 

前胡 

宣散風熱 

下氣 

消痰 

清肺熱 

降肺氣 

化痰 

 

枳殼 
破氣除痞 

化痰消積 

清胃熱 

清大腸熱 

消心下痞 

化痰 

消食積 



  在各項中藥典籍[4][5][6][7][8]中查得藥材前胡以

及枳殼分別有消痰以及化痰的原始功效，而這二個詞

彙其實指的都是要把痰給化掉，這種情形就是所謂的

多詞一義。透過標準化，我們將二者統一標準成化

痰。 

 

  而下方的蘆根有個除煩止嘔原始功效，雖然書籍

使用這麼一個詞彙，但是除煩與止嘔其實是二種不同

的功效，這種情形就是所謂的一詞多義。透過標準

化，我們將其標準成除煩與止嘔二個標準功效 

 

蘆根 
清熱生津 

除煩止嘔 

清肺熱 

清胃熱 

生津 

除煩 

止嘔 

 

  接著，下方的橘紅與厚朴都具有燥濕的原始功

效。但是由於中醫理論將人體的各個臟腑都作了區

分，所以不同藥材的燥濕功效作用部位有可能會不

同。因此我們透過標準化，依據橘紅歸脾經性質與厚

朴的歸肺經性質，將他們的原始功效燥濕標準成燥脾

濕及燥肺濕標準功效。 

 

橘紅 
理氣寬中 

燥濕化痰 

行脾氣 

燥脾濕 

化痰 

厚朴 

行氣 

燥濕 

消積 

平喘 

行肺氣 

行脾氣 

燥肺濕 

消食積 

平喘 

 

  經過標準化後的功效資訊，我們依據其大方向的

效果分成了 30 個藥材功效子類別。在藥材功效類別

之下，分別為祛風、袪熱、祛寒、清熱瀉火、清熱解

毒、清熱涼血、清虛熱、止血、潤下、峻下逐水、祛

風濕、芳香化濕、溫理、消食、驅蟲、活血祛瘀、止

咳平喘、祛痰、安神、平肝息風、開竅、補氣、補

血、補陰、補陽、收澀、湧吐、利水滲濕、理氣、外

用其他。而標準化後的藥材功效則依據其性質分類至

某一類別下當作其個體。 

 

  最後，將藥材、功效、方劑的個體都建立完後，

接著就開始建立屬性。如圖 4 所示，方劑養陰清肺湯

是由生地黃、甘草、玄參、貝母等藥材所組成。因此

將藥材個體建立一個指向方劑個體的物件屬性－有方

劑；而依據藥材在方劑內所扮演的角色，為方劑個體

建立有君藥、有臣藥、有佐藥、有使藥中的其中一項

物件屬性並將其指向藥材個體。 

 

 
圖 4. 養陰清肺湯 

 

  再來，以方劑養陰清肺湯中的藥材貝母為例。如

圖 5 所示，個體貝母也會有指向藥材功效個體的物件

屬性－有功效；而功效個體也會建立物件屬性－有藥

材 指向個體貝母，並且額外建立註解屬性－效力，

以表示貝母發揮此功效的效力值有多大。 

 

 
圖 5. 貝母 

. 

5.2.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查詢設計 

 

  說明完我們如何將原始資訊標準化以及知識本體

的設計後，下面將開始介紹系統的第一項功能中醫藥

材知識本體查詢。本研究團隊先前已開發了一套中醫

藥材查詢系統，其功能包含單一藥材查詢、同功效藥

材查詢、藥材標準名稱查詢、功效標準名稱查詢，而

本論文以其為基礎，修正其中的演算法。以下將針對

修改過的單一藥材查詢功能做說明。 

 

  如圖 6 所示，在介面中選擇辭庫查詢，並且選取

上方的單一藥材查詢按鈕，即會將畫面導向其頁面。

在藍色搜尋按鈕左方的 2 個下拉式選單選取使用者欲

查詢的藥材類別以及藥材後，就會顯示出該藥材的詳

細資訊；包含藥材名稱、藥材別名、藥材功效以及各

功效的效力值。 



 
 

圖 6. 使用藥材類別階層的單一藥材查詢 

 

5.3. 中醫藥材知識本體查詢實作 

 

下圖 7 為單一藥材查詢功能的系統架構圖。首先

MedicineEffect.jsp 與 MedicineLibrary.ts 為網頁前端，

屬於視圖模組。MedicineEffect.jsp 會呈現頁面樣貌，

MedicineLibrary.ts 則會依據使用者在頁面上所觸發的

動作，將一連串運算的要求往系統後端發送。

MedicineLibrary.java 為系統後端，屬於控制器模組。

MedicineLibrary.java 會依照前端傳來的需求，去作出

能夠達成需求的運算，最後將運算結果回傳給前端的

MedicineLibrary.ts 使其作出頁面行為的觸發。而

MedicineLibrary.java 做運算所需的資料則委託同樣是

後端，屬於模型模組的 OntologySearch.java 及

searchMedicine_model.java 二者，分別去向知識本體

及 MySQL 資料庫篩選出所需的資料，並將其回傳至

控制器模組中的 MedicineLibrary.java，使其能夠取得

所需的資料來運算。 

 

 
 

圖 7. 單一藥材查詢系統架構圖 

 

  在查詢知識本體所用的 SPARQL，如下所示。 

首先先將冗長的 URIs 簡化，宣告其縮寫，以方便後

續使用。 

 

PREFIX rdfs: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PREFIX rdf: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

ns#> 

REFIX   uni: <http://www .semanticweb.org/pllab/ontolo 

                        logies/2013/11/untitled-ontology-2#> 

 

  宣告完 URIs 的縮寫後，我們就可以將其用在下

方的查詢指令裡。假如我們要搜尋藥材貝母，就必須

先從它的類別找起，使用下方的指令，x 就是我們所

要找尋的資訊，而 WHERE內則是表示該資訊的 URI

為 rdfs:subClassOf uni:" + superClass + " ，其中

superClass為參數，在此範例內其值為字串 "藥材"。 

 

SELECT ?x WHERE  

{ ?x rdfs:subClassOf uni:" + superClass + " . } 

 

  透過上述指令，我們找到藥材貝母的類別名稱為

化痰藥材。接著就可以將此類別名稱當作參數，用下

方的指令找尋到藥材貝母。此時的 SuperClass 參數內

容已經由藥材轉變成化痰藥材。 

 

SELECT ?x WHERE  

{ ?x rdf:type/rdfs:subClassOf* uni:" + SuperClass + " . } 
 

在單一藥材查詢功能中，讓使用者選擇的二個下

拉式選單分別顯示藥材的各項類別以及該類別下擁有

的藥材，是由 OntologySearch.java 到知識本體中所抓

取的資訊。頁面顯示出來的功效以及效力值，也是由

OntologySearch.java 負責，藉由知識本體的推導優

勢，透過藥材個體擁有的物件屬性－有功效，去取得

該藥材所擁有的藥材功效，同時再從取得的藥材功效

個體擁有的物件屬性－有藥材以及註解屬性－效力

值，逆推取得該藥材的效力值。 

 

6. 中醫藥材辭庫 

 

6.1. 中醫藥材辭庫設計 

 

  本論文使用 MySQL 資料庫來建立中醫藥材辭

庫 ， 其 下 有 2 組 共 6 個 資 料 表 ， 分 別 為

medicinal_original_alias 、 medicinal_standard_alias 、

medicinal_alias_mapping，存放藥材別名、藥材標準

名 稱 、 藥 材 對 應 ； medicinal_original_effect 、

medicinal_standard_effect、medicinal_effect_mapping，

存放原始功效、標準功效、功效對應。 

 

6.2. 中醫藥材辭庫維護設計 

 

  中醫藥材辭庫維護功能分成 2部分，分別為藥材

功效維護以及藥材別名維護，由於二者功能類似，因

此下方以功效維護為說明範例。首先說明新增功能，

如圖 8 所示，點選頁面右上方的功效類別下拉式選

單，即會顯示出藥材功效的所有類別。在所有類別當

中選擇一類別後，選單下方的小格內就會列出該功效

類別中的所有標準功效個體；雙擊小格內的功效後，



便會在左方的標準功效表格中顯示出來。而左方的原

始功效表格則是由使用者自行輸入。當內容都確定好

後，點選新增按鈕，即可完成新增；在資料庫中增加

一筆原始功效與標準功效的對應資料。另外，標準功

效表格中的文字雖然也可以由使用者手動輸入，但是

一旦輸入的標準功效沒有在我們的知識本體，也就是

有方下拉式選單內，點選新增時則會彈出失敗訊息。

而若是欲新增的資料已經存在辭庫內，新增時也會失

敗並發出訊息告知使用者對應關係已存在。最後還有

一點須注意，在藥材別名維護部分，由於同一個藥材

別名對於標準藥材名稱是一比一對應的，所以當欲新

增的藥材別名在辭庫中已有對應時，便會發出失敗訊

息。與藥材功效維護相比，由於原始藥材功效存在一

詞多義的特性，所以上述原始與標準資料間一對一的

對應關係並不會出現在功效維護的新增限制裡。 

 

 
 

圖 8. 藥材功效維護 - 新增 

 

  接著說明搜尋與刪除功能。如圖 9所示，頁面下

方表格內顯示辭庫中所有的原始功效與標準功效及其

對應。在第一列的輸入欄內輸入單一關鍵字詞或完整

字串，即會顯示出篩選出來的特定資料對應。而點選

資料列最前方的 Radio 按鈕並按下刪除鈕後，即可刪

除該項對應。 

 

 
 

圖 9. 藥材功效維護 – 搜尋與刪除 

  另外，在 5.2 小節中的單一藥材查詢頁面中，如

圖 10 所示，使用者除了使用頁面提供的下拉式選單

依據藥材分類找尋自己想查詢的藥材之外，也可以直

接在選單上方的藥材輸入欄位中輸入藥材的原始或標

準名稱來查詢，其運作方式就是藉由資料表間的對應

關係來達成。另外，由於藥材名稱與功效資訊是由

MySQL 資料表所負責的，所以辭庫查詢功能內之單

一藥材查詢所印出的藥材別名、藥材標準名稱查詢、

功效標準名稱查詢之資訊都會隨著使用者在辭庫維護

內所進行的操作同步更新。 

 

 
 

圖 10. 直接輸入藥材名稱的單一藥材查詢 

 

6.3  中醫藥材辭庫維護實作 

    

  圖 11 為辭庫維護功能的程式架構。整體運作與

5.3 節相同。而需要注意的是，二種維護中的下拉式

選單內的各種內容，均是由 OntologySearch.java 到知

識本體當中抓取並回傳的；而頁面下方的原始功效－

標準功效之對應、標準名稱－別名之對應，則是由

MedicineEffect.java 與 MedicineName.java 到 MySQL

中抓取並回傳的。因此，辭庫維護是藉由知識本體與

MySQL的同時操作所達成的功能。 

 

 
圖 11. 中醫藥材辭庫維護功能架構圖 

 



  接著說明後端模型模組的 MySQL 資料庫之運

作 。 以 存 放 藥 材 名 稱 的 3 個 資 料 表

medicinal_original_alias 、 medicinal_standard_alias 、

medicinal_alias_mapping 為 例 ， 如 圖 12 所 示，

mapping表內的 Original_alias_ID與 Standard_alias_ID

為 參 考 其 他 二 資 料 表 內 Original_alias 與

Standard_alias 之 外 鍵 ， 因 此 透 過 對 應 表

medicinal_alias_mapping 可以找出某項原始資料所對

應之標準資料。 

 

 
 

圖 12. 藥材原始名稱及藥材標準名稱的對應運作 

 

7. 系統評估  

 
  本論文這次總共新增了 79 筆的藥材及 94 帖方

劑，並使用本研究團隊先前開發的支援多藥材功效之

中醫藥材配伍系統 [2]，針對此 94帖方劑進行挑藥評

估，而藥材範圍涵蓋過去到現在系統內所有的藥材。 

 

  使用者在配伍頁面，輸入欲使用的藥材功效，系

統便會列出所有與其相關的藥材。在此配伍系統中，

一個藥材在一個方劑內所發揮的功效數為 1到 3項，

每新增一筆發揮功效，整體功效權重將會分散。如圖

13 所示，假如使用者當前想要挑選同時具備補心

氣、清心熱、降肺氣此 3 種功效的藥材，整體功效將

會被依序給與 0.6、0.3、0.1 三項權重，加起來總共

為 1。而右方為帶入藥材本身具備的該項功效力值與

權重後所算出的效力值，而炙甘草就是本次綜合功效

所挑出的首選藥材。以此方式，針對方劑之組成藥

材，輸入其在該方劑內所發揮之功效，測試其是否能

被選為首選藥材，以藉此對系統進行評估。  

 

 
圖 13. 挑選藥材範例 

  以上述的方式對新增的 94 帖方劑進行測試，結

果只有 1 帖方劑無法被選出。因此系統的首選率高達

99 %。而無法首選挑出的方劑為桑杏湯，無法被挑

出的原因為其組成之一的藥材梨皮無法被系統選為首

選藥材。梨皮在桑杏湯中發揮的功效為補肺陰與生

津，但是以此 2 項藥材功效去進行挑選，結果第一與

第二順位分別為天門冬與麥門冬，而梨皮順位第三，

如表 1與圖 14所示。 

 

表 1桑杏湯的組成藥材 

藥材 發揮功效 

桑葉 清肺虛熱 

杏仁 降肺氣；止咳 

淡豆豉 發散表熱；除煩 

沙參 清肺虛熱；生津 

梔子 清心熱；瀉肺火 

貝母 化痰；止咳 

天門冬 補肺陰；生津 

 

 

 
 

圖.14 梨皮之效力值順位 

 

  分析梨皮無法被選為首選藥材的原因，發現桑杏

湯這帖方劑屬於南方用藥，為針對病症初期還沒很嚴

重，且組成都是食物性用藥之方劑。因此，不會選擇

天門冬與麥門冬這種藥性相當強烈的專門用藥。所以

我們將此筆方劑視為評估的特例。儘管受此特例影

響，但是本系統的首選率仍然高達 99%，因此證實

本論文整理之方劑與藥材的數據是相當準確且可行

的。 

 

  另外，本論文在標準藥材功效內加入了 7 個會影

響系統首選率的新藥材功效，分別為發散表風、袪

暑、通經絡、袪肺寒、息肝風、袪風、利胃濕。如表

2 所示該 7 項藥材功效影響了 14 味藥材在方劑中的

關鍵評分，被影響的方劑總共有 19 帖。若是依照原

本的藥材功效標準化，這 19 帖方劑的組成藥材將無

法被當作首選藥材挑取，使系統首選率僅達 78%。

在加入了更細緻的藥材功效分類後，使得首選率上升

了 21%，達到了 99%的準確度；也因此證明藥材功

效分類的重要。 

 



表 2 新增的藥材功效 

功效 影響藥材 影響方劑 

發散表風 

荊芥 

止咳散；金沸草散 

川芎茶調散；菊花茶調散 

加味香蘇散；銀翹散 

竹葉柳蒡湯；消風散 

白芷 

蒼耳子散；九味羌活湯 

柴葛解肌湯；大秦艽湯 

玉真散 

蟬衣 菊花茶調散 

袪暑 

扁豆花 清絡飲 

西瓜翠衣 清絡飲 

荷葉 清絡飲 

通經絡 

絲瓜絡 清絡飲 

地龍 小活絡丹 

蠍 牽正散 

天麻 玉真散 

袪肺寒 白芥子 三子養親湯 

息肝風 天南星 小活絡丹 

袪風 殭蠶 玉真散 

利胃濕 滑石 防風通聖散；三仁湯 

 

8. 結論 

 

  本論文以基於知識本體的中醫藥材配伍系統[1]

與支援多藥材功效之中醫藥材配伍系統 [2]為基礎，

做了下列擴充。第一，對原中醫藥材知識本體與中醫

藥材辭庫進行擴充，使知識本體最後包含 206 帖方

劑、234 筆藥材與 228 個藥材功效，其中包含了許多

針對實證之方劑、藥材與藥材功效。此外，本論文使

用本團隊開發的藥材配伍系統[2]對修正後的中醫藥

材知識本體進行評估，發現更細緻的藥材功效分類效

果相當顯著，方劑首選率提升了 21%。第二，開發

了二項中醫藥材辭庫的維護功能，藥材功效別名維護

及藥材別名維護，讓專業使用者可以透過此功能直接

在網頁介面對藥材功效及藥材別名做更新。透過上述

的資料及功能擴充，提供更完整的中醫藥材知識本體

及中醫藥材辭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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