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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睡 眠 研 究 会 公 布 的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中 国 成 年 人 中 有

失 眠 症 状 者 高 达 57%[1]。 现 代 医 学 认 为 失 眠 是 一 种 认 知 障 碍 导

致 的 疾 病 ， 认 知 以 焦 虑 和 担 忧 的 形 式 成 为 失 眠 的 易 感 因 素 、 诱

发 因 素 和 维 持 因 素 [2]。 失 眠 共 病 包 括 失 眠 伴 高 血 压 、 更 年 期 综

合 征 、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等 [3]。 睡 眠 不 足 不 仅 易 导 致 患 者 出 现 精 力

不 足 症 状 ， 也 会 增 加 患 者 发 生 焦 虑 、 抑 郁 症 状 的 风 险 [4]。 早 在

《 黄 帝 内 经 》 中 就 已 经 有 半 夏 秫 米 汤 治 疗 不 寐 的 运 用 ， 以 及

“ 阴 阳 已 通 ， 其 卧 立 至 ” 的 记 载 。 古 代 医 家 对 睡 眠 的 认 识 是 朴

素 而 自 然 的 ；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 只 要 顺 应 大 自 然 的 规 律 ，

人 体 阴 阳 之 气 自 然 顺 接 即 可 安 眠 [5]。 失 眠 病 因 病 机 复 杂 ， 且 越

来 越 多 失 眠 患 者 的 临 床 特 征 属 于 阴 常 有 余 ， 阳 常 不 足 。 笔 者

基 于 此 提 出 在 午 前 至 正 午 阳 气 渐 盛 时 间 段 ， 对 阳 虚 不 寐 者 予

以 调 阳 ， 而 对 阴 盛 不 寐 者 ， 则 在 午 后 之 阴 渐 起 时 予 以 调 阴 的

治 疗 方 法 ， 浅 析 如 下 。

1 针灸治疗思路

清 · 张 志 聪 《 黄 帝 内 经 素 问 集 注 》 曰 ： “ 阴 阳 之 道 ， 孤 阳 不

生 ， 独 阴 不 长 ， 阴 中 有 阳 ， 阳 中 有 阴 。 ” 阴 阳 处 在 互 根 互 用 、 相

互 转 化 和 对 立 制 约 中 。 阳 虚 生 阴 邪 ， 阴 邪 伤 阳 气 。 阳 虚 和 阴 盛

的 不 断 循 环 ， 常 使 病 位 加 深 、 病 机 复 杂 ， 形 成 顽 疾 。 根 据 病 程

不 同 阶 段 之 分 ， 病 情 轻 重 之 别 ， 针 对 阳 虚 为 主 患 者 ， 阳 气 无 力

入 阴 ， 如 未 出 现 明 显 阴 偏 盛 的 症 状 时 ， 治 则 为 “ 补 其 不 足 ” ， 若

伴 有 阴 邪 偏 盛 的 临 床 症 状 ， 当 兼 顾 “ 损 其 有 余 ” 。 针 对 阴 盛 为

主 所 致 不 寐 ， 治 则 亦 然 。 阳 虚 或 阴 盛 同 时 存 在 时 ， 当 “ 补 虚 泻

实 ” 并 用 ， 并 遵 循 《 素 问 · 至 真 要 大 论 篇 》 所 云 ： “ 谨 察 阴 阳 所 在

而 调 之 ， 以 平 为 期 ” 。

1.1 午前调阳 人 体 在 正 常 情 况 下 ， 阳 气 在 一 日 中 周 而 复 始

呈 现 节 律 性 变 化 ， 但 在 疾 病 的 发 生 发 展 过 程 中 ， 阴 阳 一 方 不

足 或 一 方 过 盛 ， 不 能 化 生 或 制 约 另 一 方 ， 出 现 异 常 消 长 和 盛

衰 改 变 ， 将 导 致 病 理 性 阴 阳 失 调 。 阳 不 入 阴 是 不 寐 的 核 心 病

机 ， 以 阴 阳 辨 证 论 治 是 治 疗 不 寐 的 前 提 [6]。 不 寐 多 由 虚 而 致 [7]，

临 床 中 很 多 不 寐 患 者 属 于 这 一 类 型 。 但 如 今 随 着 人 们 生 活 节

奏 的 改 变 ， 阴 常 有 余 ， 阳 常 不 足 的 不 寐 患 者 越 来 越 多 。 古 代 医

家 对 此 也 有 描 述 ， 如 明 · 戴 原 礼 《 秘 传 证 治 要 诀 及 类 方 》 曰 ：

“ 病 后 虚 弱 及 年 高 人 阳 衰 不 寐 ” ； 清 · 汪 文 绮 《 杂 症 会 心 录 》 曰 ：

“ 倘 其 人 本 体 阳 虚 ， 虚 阳 浮 越 而 不 寐 ” 。 除 年 高 、 病 后 及 体 质 虚

弱 等 阳 虚 因 素 导 致 阳 常 不 足 外 ， 阴 损 及 阳 亦 是 阳 常 不 足 的 常

见 原 因 ， 如 ： 肾 阴 虚 ， 五 心 烦 热 到 一 定 阶 段 会 出 现 畏 寒 、 蜷 缩

等 肾 阳 虚 症 状 。 《 临 证 指 南 医 案 · 脾 胃 》 曰 ： “ 太 阴 湿 土 ， 得 阳

始 运 。 ” 巳 时 脾 经 当 令 ， 脾 阳 虚 者 ， 健 运 失 常 ， 临 床 可 见 喜 暖 、

怕 冷 、 形 寒 肢 冷 、 腹 泻 便 溏 、 水 肿 、 舌 质 淡 、 苔 白 滑 、 脉 沉 迟 无

力 。 补 脾 阳 、 健 脾 胃 ， 能 使 中 焦 升 降 阴 阳 功 能 正 常 运 转 。 心 经

当 令 于 午 时 ， 神 之 所 舍 为 心 ， 心 在 五 脏 属 阳 中 之 阳 。 五 脏 之

中 ， 心 之 阳 气 最 盛 ， 主 导 全 身 阳 气 。 心 阳 不 振 ， 则 症 见 心 悸 不

安 、 胸 闷 气 短 ， 伴 有 形 寒 肢 冷 ， 甚 至 大 汗 淋 漓 、 四 肢 逆 冷 。 心 阳

护 卫 心 神 ， 勿 耗 散 心 阴 ， 心 神 才 能 安 于 内 ， 所 谓 “ 阳 在 外 阴 之

使 也 ” 。“ 贵 阳 ” 的 思 想 为 不 寐 的 诊 治 提 供 了 理 论 依 据 [8]。 临 床 中

常 见 心 阳 虚 、 肾 阳 虚 、 心 肾 阳 虚 或 脾 肾 阳 虚 所 致 不 寐 患 者 ， 故

笔 者 根 据 这 一 特 点 提 出 午 前 调 阳 的 治 疗 理 念 。 午 时 阴 阳 交 接 ，

是 阳 气 最 盛 之 时 ， 而 午 后 阳 气 逐 渐 衰 减 ； 阳 虚 不 足 患 者 在 午

前 阳 气 渐 盛 之 时 ， 未 及 时 补 阳 ， 则 阳 虚 者 更 虚 。 故 午 前 调 阳 是

治 疗 阳 虚 所 致 不 寐 的 窗 口 期 。

1.2 午后调阴 午 时 阴 气 初 生 ， 是 阴 阳 交 接 、 阳 消 阴 长 的 转

折 点 ， 机 体 也 从 生 理 层 面 的 兴 奋 逐 渐 转 向 抑 制 。 明 · 张 景 岳 在

《 景 岳 全 书 · 不 寐 》 中 提 出 风 寒 、 水 湿 之 邪 可 致 不 寐 。 不 寐 虽 病

有 不 一 ， 然 邪 正 二 字 则 尽 之 矣 [9]。 清 · 叶 桂 《 温 热 论 》 曰 ： “ 湿 盛

则 阳 微 也 。 ” 湿 邪 最 易 困 脾 阳 ， 水 湿 内 停 ， 久 则 伤 及 肾 阳 ， 阴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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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 寐 。 此 阴 偏 盛 为 阴 性 邪 气 亢 盛 ， 如 风 寒 、 水 湿 之 邪 [10]。 六 淫

中 的 寒 湿 属 于 阴 邪 ， 当 寒 湿 之 邪 外 侵 ， 或 过 食 寒 凉 生 冷 食 物 ，

极 易 造 成 阴 寒 之 气 内 生 ， 导 致 阴 偏 盛 。 此 外 ， 寒 邪 直 中 太 阴 ，

可 导 致 形 寒 肢 冷 、 泻 下 清 浠 、 水 液 停 留 、 痰 饮 、 瘀 血 ； 寒 邪 直 中

少 阴 ， 心 肾 之 阳 受 损 ， 耗 伤 阳 气 ， 亦 会 出 现 不 寐 ， 此 所 谓 阴 盛

则 阳 病 ， 甚 至 阴 盛 则 阳 衰 。 不 寐 发 生 在 四 时 五 脏 阴 阳 失 调 基

础 上 ， 由 邪 气 侵 扰 五 脏 导 致 [11]。 手 太 阳 经 当 令 于 未 时 ， 为 受 盛

之 官 ,化 物 出 焉 ， 能 分 清 泌 浊 ， 祛 除 水 湿 之 阴 邪 ； 其 又 与 心 相 表

里 ， 可 治 疗 神 志 类 疾 病 。 申 时 足 太 阳 经 气 最 旺 ， 可 抗 外 邪 ， 祛

寒 湿 ； 其 经 别 散 布 于 心 ， 邪 气 循 经 扰 乱 心 神 则 不 寐 。 阴 偏 盛 由

邪 气 亢 盛 所 致 ， 属 于 实 证 。 患 者 正 气 足 则 多 为 实 热 证 ， 素 体 亏

虚 则 易 致 阴 虚 火 旺 证 ， 失 治 误 治 后 多 致 虚 阳 浮 越 证 [12]。 午 后 阴

气 渐 盛 ， 阴 盛 易 伤 阳 气 ； 对 于 阴 盛 患 者 ， 若 不 及 时 损 其 有 余 ，

则 阴 盛 者 更 盛 ； 故 在 午 后 之 阴 渐 起 时 ， 调 阴 是 治 疗 阴 盛 所 致

不 寐 的 窗 口 期 。

2 中医学不寐新解

2.1 阴阳学说 阴 阳 学 说 萌 芽 于 远 古 ， 奠 基 于 周 初 ， 成 熟 于

春 秋 ， 由 天 地 关 系 、 四 季 往 来 、 昼 夜 更 替 等 自 然 现 象 抽 象 升 华

而 来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重 阴 必 阳 ， 重 阳 必 阴 。 ” 阴

阳 互 生 互 存 ， 一 直 在 古 今 人 的 认 知 范 围 内 。 就 寐 寤 而 言 ， 生 活

起 居 有 度 ， 符 合 自 然 规 律 ， 人 体 阴 阳 二 气 的 运 动 变 化 能 够 顺

应 自 然 界 日 夜 节 律 ， 即 可 保 证 正 常 睡 眠 [6]。 不 寐 的 核 心 原 因 是

阴 阳 失 调 ， 阳 不 入 阴 ， 尤 其 是 阳 盛 不 能 入 阴 为 不 寐 主 要 因 素 。

临 床 上 常 见 不 寐 患 者 系 阳 虚 不 能 制 阴 ， 并 不 属 于 阴 虚 阳 盛 ，

阴 虚 不 能 制 阳 类 型 。 阳 热 旺 盛 ， 不 能 入 阴 ， 导 致 阴 阳 不 交 或 阳

气 衰 退 ， 不 能 涵 养 心 神 [13]。 阴 常 有 余 ， 阳 常 不 足 ， 已 很 常 见 。 不

寐 病 因 的 精 准 辨 证 ， 应 引 起 重 视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善 诊 者 ， 察 色 按 脉 ， 先 别 阴 阳 。 ” 阴 阳 是 中 医 的 基 础 理 论 核

心 ， 也 是 八 纲 中 的 总 纲 ， 广 泛 运 用 于 不 寐 的 诊 断 和 治 疗 中 ，

如 ： 清 代 著 名 医 家 叶 天 士 也 据 此 诊 治 不 寐 患 者 ， 认 为 阴 阳 跷

之 脉 … … 痹 阻 不 通 则 阴 阳 失 交 … … 则 不 寐 [14]。 故 “ 阴 平 阳 秘 ”

为 针 灸 治 疗 不 寐 的 目 的 [15]。

2.2 时间医学与子午论 时 间 医 学 是 关 于 时 间 与 人 体 生 理

和 病 理 变 化 关 系 的 一 门 学 科 ， 其 研 究 人 体 生 物 节 律 在 医 疗 上

的 具 体 应 用 。 “ 子 午 ” 二 字 ， 具 有 时 辰 、 阴 阳 和 方 位 等 含 义 。 从

时 辰 看 ， 一 日 十 二 时 辰 ， 用 子 午 以 分 昼 夜 。 从 年 月 看 ， 子 是 一

年 农 历 的 十 一 月 ， 代 表 冬 季 ； 午 是 农 历 五 月 ， 是 夏 至 所 在 ， 代

表 夏 季 。 从 阴 阳 变 化 看 ， 子 时 为 阴 盛 时 ， 阴 极 生 阳 ， 是 一 阳 初

生 的 半 夜 ； 午 时 为 阳 盛 时 ， 阳 极 生 阴 ， 是 一 阴 初 生 的 中 午 。 《 素

问 · 阴 阳 离 合 论 篇 》 曰 ： “ 阳 予 之 正 ， 阴 为 之 主 ” 。 有 良 好 午 睡 习

惯 者 ， 夜 晚 睡 眠 质 量 更 好 。 良 好 的 睡 眠 是 阴 平 阳 秘 、 阴 阳 调 和

的 表 现 。 子 和 午 是 阴 阳 转 换 之 时 ， 子 时 养 阴 ， 午 时 养 阳 。 午 前

巳 时 ， 为 阳 中 之 阳 阶 段 ， 经 络 上 为 足 太 阴 脾 经 最 旺 ； 午 后 未

时 ， 为 阳 中 之 阴 阶 段 ， 手 足 太 阳 经 最 旺 。 午 时 如 同 夏 至 ， 正 午

阳 气 最 旺 ， 为 五 行 属 于 火 的 手 少 阴 心 经 运 行 时 段 。 经 络 运 行

调 畅 ， 则 寐 寤 有 时 。 手 少 阴 心 经 常 被 用 来 阐 述 不 寐 机 理 ， 如 国

医 大 师 邓 铁 涛 提 出 心 和 不 寐 五 脏 学 说 ， 五 脏 阳 虚 ， 心 阳 被 遏

而 不 寐 。 上 述 经 脉 在 午 时 前 与 午 时 后 的 不 寐 治 疗 中 ， 发 挥 着

积 极 作 用 。 正 常 人 平 时 应 养 成 子 时 大 睡 ， 午 时 小 憩 ， 保 持 阴 平

阳 秘 的 好 习 惯 。 不 寐 患 者 需 要 积 极 就 诊 ， 通 过 调 和 阴 阳 法 治

疗 ， 不 仅 对 午 时 小 睡 有 益 ， 对 子 时 深 度 睡 眠 更 为 重 要 。

3 现代医学不寐新解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开 始 网 上 办 公 或 在 家 上 网 课 ， 长 时 间 低 头

使 用 电 子 产 品 ， 不 仅 损 伤 视 力 ， 也 容 易 出 现 颈 椎 病 。 由 于 缺 乏

运 动 、 免 疫 力 下 降 、 生 活 压 力 增 大 ， 很 多 人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紧

张 和 焦 虑 情 绪 而 夜 不 能 寐 。 现 代 医 学 对 当 下 不 寐 新 特 征 的 诠

释 ， 为 本 病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诊 断 和 治 疗 依 据 。

3.1 免疫系统 皮 肤 为 人 体 免 疫 系 统 的 第 一 道 屏 障 ， 良 好 的

夜 间 睡 眠 能 提 高 免 疫 功 能 。 中 医 学 认 为 卫 气 温 分 肉 ， 充 肌 肤 ，

肥 腠 理 ， 司 开 阖 [3]。 卫 气 源 于 脾 胃 生 成 的 水 谷 精 微 ， 并 通 过 肺

气 的 宣 发 肃 降 之 功 能 出 于 上 焦 ， 保 护 肌 表 皮 肤 ， 抵 御 外 来 邪

气 [16]。 《 灵 枢 · 大 惑 论 》 云 ：“ 卫 气 不 得 入 于 阴 ， 常 留 于 阳 ， 留 于 阳

则 阳 气 满 ， 阳 气 满 则 阳 跷 盛 ， 不 得 入 于 阴 则 阴 气 虚 ， 故 目 不 瞑

矣 。 ” 由 于 作 息 和 饮 食 习 惯 的 改 变 ， 失 眠 患 者 越 来 越 多 ， 而 长

期 失 眠 会 严 重 破 坏 机 体 免 疫 功 能 。 阳 虚 者 往 往 更 虚 ， 故 及 时

纠 正 阴 阳 失 衡 ，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3.2 脑与视觉中枢 现 代 医 学 认 为 脑 主 宰 人 类 精 神 、 思 想 和

行 为 ， 与 中 医 的 脑 主 神 明 尤 其 心 主 神 明 的 观 点 相 似 。 不 寐 的

病 机 复 杂 ， 以 神 不 安 舍 于 心 所 致 不 寐 为 主 [17]。 心 是 神 明 所 出 之

根 ， 脑 并 不 主 导 神 明 ， 而 是 神 明 流 注 之 所 [18]。 视 交 叉 上 核 通 过

视 网 膜 接 受 光 信 号 而 调 整 昼 夜 节 律 ， 而 膀 胱 经 通 过 双 目 和 睛

明 穴 感 光 而 激 发 卫 气 运 行 ， 调 节 阴 阳 消 长 [16]。 阴 跷 脉 、 阳 跷 脉

交 会 于 目 ， 主 导 寐 寤 。 电 子 产 品 的 过 度 使 用 ， 易 出 现 视 疲 劳 ，

导 致 视 力 下 降 ， 既 损 伤 阳 气 ， 也 暗 耗 阴 血 ， 从 而 导 致 阴 虚 不 能

制 阳 或 阳 虚 不 能 制 阴 。

3.3 颈椎病与焦虑症 现 代 医 学 认 为 负 面 情 绪 尤 其 是 焦 虑

情 绪 往 往 是 造 成 失 眠 的 主 要 因 素 ， 这 一 点 与 中 医 病 机 理 论 中

异 常 情 志 与 肝 失 疏 泄 互 为 因 果 不 谋 而 合 [3]。 长 时 间 处 于 焦 虑

状 态 会 导 致 气 滞 血 瘀 ， 耗 伤 阳 气 ， 阴 阳 失 调 ， 夜 不 能 寐 。 临 床

上 治 疗 不 寐 应 先 治 虑 ， 虑 安 则 寐 自 缓 。 焦 虑 症 患 者 往 往 伴 有

颈 部 肌 肉 僵 硬 酸 胀 ， 颈 椎 病 患 者 多 数 伴 有 不 同 程 度 不 寐 症 状 。

外 感 风 寒 或 长 时 间 低 头 使 用 电 子 产 品 致 使 颈 部 气 血 运 行 不

畅 。 疼 痛 刺 激 椎 动 脉 及 颈 交 感 神 经 ， 引 起 椎 动 脉 收 缩 痉 挛 导

致 椎 动 脉 供 血 不 足 ， 从 而 引 起 觉 醒 - 睡 眠 中 枢 系 统 功 能 障 碍

而 导 致 失 眠 [19]。 阳 虚 或 阴 邪 偏 盛 时 ， 当 仔 细 辨 别 阴 阳 ， 及 时 纠

其 偏 颇 。

3.4 针灸调节作用 现 代 医 学 证 实 针 灸 治 疗 不 寐 的 作 用 具

有 三 大 特 征 ， 即 双 向 良 性 调 节 、 饱 和 调 节 、 多 靶 点 调 节 。 其 中

双 向 良 性 调 节 是 针 灸 作 用 的 基 本 特 点 [4]， 而 双 向 调 节 的 实 质

在 于 调 和 阴 阳 [20]。

4 治疗心得

清 · 吴 瑭 《 温 病 条 辨 》 曰 ： “ 阳 入 于 阴 则 寐 ” ， “ 阴 出 于 阳 则

寤 ” 。 不 寐 的 病 因 病 机 概 括 而 言 是 阴 阳 不 和 。 不 寐 的 病 位 在 心 ，

肝 、 胆 、 脾 、 胃 、 肺 、 肾 的 失 调 均 可 导 致 不 寐 。 明 · 戴 原 礼 《 秘 传

证 治 要 诀 及 类 方 》 云 ： “ 不 寐 有 二 种 ， 有 病 后 虚 弱 及 年 高 人 阳

衰 不 寐 ， 有 痰 在 胆 经 ， 神 不 归 舍 ， 亦 令 不 寐 。 ” 患 者 劳 作 过 度 ，

作 息 无 常 ， 情 志 压 抑 ， 甚 至 对 药 物 过 度 依 赖 和 使 用 ， 以 及 外 感

风 寒 湿 邪 ， 内 伤 饮 食 不 节 ， 嗜 食 生 冷 寒 凉 食 物 等 因 素 ， 可 耗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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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气 ， 从 而 导 致 阴 邪 偏 盛 。 阳 常 不 足 表 现 为 阳 气 不 足 或 阳 气

亏 虚 ， 夜 不 能 寐 或 夜 寐 不 深 ， 同 时 伴 有 全 身 乏 力 、 四 肢 不 温 甚

至 厥 冷 等 症 状 。 阴 常 有 余 是 指 阴 邪 偏 盛 ， 属 于 寒 湿 痰 瘀 之 类 ；

阴 损 及 阳 ， 停 滞 于 中 焦 或 损 及 心 脾 肾 之 阳 气 ， 则 表 现 为 形 寒

肢 冷 、 泻 下 清 浠 、 水 液 停 留 、 苔 白 、 脉 沉 迟 ； 阴 阳 消 长 失 去 平

衡 ， 病 理 变 化 为 阴 不 制 阳 、 阳 不 制 阴 。

4.1 取穴特点 针 灸 处 方 有 主 次 之 分 ， 施 术 有 先 后 之 别 。 《 灵

枢 · 五 色 》 曰 ： “ 病 生 于 内 者 ， 先 治 其 阴 ， 后 治 其 阳 ， 反 者 益 甚 。

其 病 生 于 外 者 ， 先 治 其 阳 ， 后 治 其 阴 ， 反 者 益 甚 。 ” 取 穴 强 调 穴

位 特 性 和 阴 阳 特 性 。 午 前 治 疗 时 ， 应 加 强 足 太 阴 脾 经 和 手 少

阴 心 经 相 关 穴 的 配 伍 ； 午 后 治 疗 时 ， 应 加 强 手 足 太 阳 经 相 关

穴 的 应 用 。 以 肾 阳 不 足 为 例 ， 根 据 肾 经 属 水 的 特 性 ， 选 穴 使 用

本 经 母 穴 复 溜 ， 以 及 母 经 母 穴 经 渠 。 背 部 腧 穴 选 取 肾 俞 、 命 门

为 阳 ， 胸 腹 部 腧 穴 选 取 关 元 、 气 海 为 阴 。 四 肢 腧 穴 选 取 申 脉 为

阳 、 照 海 为 阴 。 此 外 ， 根 据 耳 穴 特 性 ， 可 选 用 肾 耳 穴 、 耳 背 肾 耳

穴 。 腧 穴 配 伍 应 辨 证 论 治 ， 做 到 严 谨 和 有 效 。

4.2 经络特点 经 络 内 联 脏 腑 ， 外 络 肢 节 。 针 刺 体 表 腧 穴 可

以 治 疗 内 脏 疾 病 。 《 素 问 · 皮 部 论 篇 》 曰 ： “ 凡 十 二 经 络 脉 者 ，

皮 之 部 也 。 ” 经 络 有 阴 阳 之 分 ， 唯 有 分 清 阴 阳 特 性 ， 才 能 正 确

治 疗 不 寐 。 清 代 医 家 叶 天 士 推 崇 运 用 阴 跷 脉 与 阳 跷 脉 的 互 通

交 会 来 促 进 阴 阳 平 衡 。 阴 跷 脉 与 阳 跷 脉 是 “ 阳 入 于 阴 ” 的 主 要

通 道 [21]。 经 络 系 统 中 ， 阴 跷 脉 与 阳 跷 脉 经 气 的 盛 衰 影 响 睡 眠 与

觉 醒 ， 并 通 过 其 司 眼 睑 开 合 的 功 能 体 现 这 种 生 理 状 态 [22]。 督

脉 经 为 阳 ， 任 脉 经 为 阴 ； 督 脉 与 肾 、 心 均 有 联 系 ， 既 属 脑 ， 又 络

脑 ， 形 成 了 以 督 脉 为 中 心 的 脑 - 心 - 肾 调 节 睡 眠 轴 [23]。 以 “ 通 督

养 神 ， 引 气 归 元 ” 为 原 则 ， 取 督 脉 和 任 脉 的 腧 穴 可 调 节 人 体 元

阴 元 阳 [24]。 六 阳 经 和 六 阴 经 各 自 特 点 不 同 ， 治 疗 不 寐 时 ， 应 辨

别 阴 阳 特 性 ， 灵 活 使 用 。

4.3 针刺手法特点 针 灸 补 泻 主 要 是 通 过 对 经 络 和 腧 穴 的

调 节 ， 结 合 一 定 针 刺 手 法 而 完 成 的 。 失 眠 是 多 种 因 素 作 用 于

机 体 的 结 果 ， 辨 证 首 先 要 分 清 虚 和 实 [25]。 针 灸 治 疗 原 则 之 一 就

是 补 虚 泻 实 。 手 法 运 用 应 根 据 阴 阳 虚 实 ， 选 用 单 式 补 泻 手 法

与 复 式 补 泻 手 法 。 “ 阳 气 受 于 四 末 ， 刺 阳 者 ， 卧 针 而 刺 之 ； 阴 气

受 于 五 脏 ， 刺 阴 者 ， 令 阴 散 ， 直 深 内 针 。 ” 单 式 补 泻 常 用 迎 随 补

泻 法 。 《 难 经 · 七 十 二 难 》 说 ： “ 所 谓 迎 随 者 ， 知 荣 卫 之 流 行 ， 经

脉 之 往 来 也 。 随 其 逆 顺 而 取 之 ， 故 曰 迎 随 。 ” 阳 气 不 足 者 ， 还 可

酌 情 重 用 艾 灸 ， 或 使 用 定 制 雷 火 灸 ， 或 酌 情 使 用 皮 肤 针 、 电 针

及 背 部 走 罐 ， 以 弱 刺 激 激 发 体 内 正 气 ， 达 到 助 阳 功 效 。 此 外 ，

治 疗 应 根 据 季 节 、 时 辰 、 地 理 和 治 疗 要 求 ， 因 人 制 宜 。 《 灵 枢 ·

逆 顺 肥 瘦 》 云 ： “ 年 质 壮 大 ， 血 气 充 盈 ， 肤 革 坚 固 ， 因 加 以 邪 ， 刺

此 者 ， 深 而 留 之 。 ” 临 床 应 据 此 制 定 适 宜 的 针 灸 手 法 。

4.4 治法特点 针 灸 治 疗 应 仔 细 辨 别 阴 阳 体 质 类 型 ， 对 不 同

体 质 的 患 者 应 施 以 不 同 针 灸 方 法 ， 以 纠 其 阴 阳 偏 颇 [26]。 阳 气

者 ， 烦 劳 则 张 ， 说 明 烦 劳 所 致 失 眠 ， 多 见 于 体 质 虚 弱 之 人 [27]。 临

证 须 在 辨 证 基 础 上 ， 分 清 阴 阳 偏 实 或 偏 虚 ， 虚 则 补 之 ， 实 则 泻

之 。 肾 阳 在 阳 虚 不 寐 的 发 生 机 制 中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8]。 清 代 医 家

冯 兆 张 提 出 肾 虚 寐 而 不 沉 的 观 点 ， 治 疗 时 应 予 以 重 视 。 平 旦

人 生 气 ， 阳 气 渐 起 ， 午 前 升 发 ， 正 午 最 盛 ， 此 时 应 补 阳 治 疗 阳

虚 不 寐 者 ； 对 阴 盛 不 寐 者 ， 应 在 午 后 之 阴 渐 起 时 ， 泻 其 有 余 。

5 病案举隅

患者，男，71岁，2021年3月18日初诊。主诉：浅睡眠、多梦

三十余年。患者三十余年来，睡眠浅，易醒，夜醒数次不等，梦

多。现症见：神清，回答切题，常心悸，胸闷，乏力，怕冷，气短，

声音喑哑，纳食一般，二便自调，舌淡，脉细弱。有鼻咽癌病

史。西医诊断：睡眠障碍。中医诊断：不寐；辨证：心阳不足，心

神失养。治法：补益心阳，安神定志。针灸处方。（1）体针：取俞

募穴为主，心俞（双）配厥阴俞（双），膻中配巨阙。配穴1:百会，

安眠（双），神门（双），照海（双），申脉（双），用于第1个疗程初

始阶段的治疗，以安神志、调和阴阳；配穴2：百会，安眠（双），

内关（双），太溪（双），隐白（双），太冲（双），用于第2、3个疗

程中后期阶段的治疗，以解郁安神，标本兼治。操作：选取

0.30 mm伊40 mm一次性无菌毫针,用医用碘伏消毒诸穴皮肤，

先向脊柱方向斜刺心俞、厥阴俞各0.5寸，不留针；再平刺百会

0.5寸，直刺安眠0.5寸，平刺膻中0.5寸，向下斜刺巨阙0.5寸，直

刺内关0.5寸，直刺神门0.3寸，直刺太溪、照海、申脉、太冲各

0.5寸，浅刺隐白0.1寸。（2）耳针：取皮质下、神门、肾、交感、心

和耳背心。操作：选取0.19 mm伊13 mm一次性无菌毫针,用医用

碘伏消毒耳部诸穴皮肤，耳穴进针0.2寸。行针手法上，背俞穴

施以补法，其余穴位平补平泻。每次留针30 min，10次为1个疗

程，治疗3个疗程。心经当令于午时，阳气旺盛，鼓励患者积极

治疗。最初两周治疗期间，每周治疗5次，症状改善后，酌情减

少每周治疗次数。

2诊：2021年3月25日，针灸治疗5次后，患者晚上睡意增加，

易醒，多梦，夜寐不深未改变，余症同前。加强健康宣教，让患

者不刻意放大失眠的危害，也不对失眠产生过度恐惧。守方

继续治疗，针灸方法同前。

3诊：2021年4月9日，针灸治疗15次后，患者晚上睡意持续

增加，精神状态改善，心悸，胸闷缓解，余症同前。守方继续治

疗，治法同前。建议患者白天适当增加室外散步等运动，正确

对待失眠，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末次就诊时间为2021年6月

14日。经过3个疗程治疗后，患者浅睡眠、多梦症状改善，后无

复诊。

按 语 ： 本 例 患 者 年 高 ， 有 鼻 咽 癌 病 史 ， 体 质 虚 弱 ， 常 担 忧

身 体 健 康 ， 情 绪 波 动 大 ， 久 病 后 精 血 亏 虚 ， 心 神 失 于 濡 养 、 温

煦 ， 心 神 不 宁 。 心 阳 不 振 ， 阳 气 不 足 ， 症 见 心 悸 、 胸 闷 、 乏 力 、 怕

冷 ； 心 火 不 能 温 煦 肾 水 ， 表 现 为 气 短 、 声 音 喑 哑 ； 气 血 诸 虚 不

足 则 舌 淡 、 脉 细 弱 。 治 以 补 益 心 阳 、 安 神 定 志 ， 选 用 俞 募 穴 相

配 ， 平 衡 阴 阳 ， 安 神 定 志 ； 太 溪 、 照 海 为 肾 经 要 穴 ， 可 补 益 肾

气 ， 治 疗 气 短 、 声 音 喑 哑 ； 申 脉 ， 调 和 阴 阳 ； 百 会 、 安 眠 、 内 关 合

用 重 在 安 神 定 志 ； 遵 “ 五 脏 六 腑 之 有 疾 ， 皆 取 其 原 ” 之 旨 ， 取 手

少 阴 经 原 穴 神 门 益 心 气 ， 安 心 神 ； 隐 白 调 梦 ， 配 太 冲 解 郁 ， 相

得 益 彰 。 明 · 徐 春 甫 《 古 今 医 统 大 全 》 云 ： “ 心 为 栖 神 之 所 ， 凡 思

虑 过 多 ， 则 心 血 亏 耗 而 神 游 于 外 ， 故 多 梦 。 ” 患 者 病 程 长 ， 联 合

耳 针 使 用 起 加 强 疗 效 作 用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故

善 用 针 者 ， 从 阴 引 阳 ， 从 阳 引 阴 。 ” 补 阳 ， 勿 忘 滋 阴 。

6 结 语

各 医 家 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对 不 寐 的 认 识 有 所 不 同 。 《 灵 枢 ·

口 问 篇 》 云 ： “ 阳 气 尽 ， 阴 气 盛 ， 则 目 瞑 ； 阴 气 尽 而 阳 气 盛 ， 则 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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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 ” 这 里 强 调 的 是 阴 阳 理 论 。 汉 唐 以 后 医 家 以 脏 腑 治 疗 为 主 ，

重 在 心 、 胆 ； 宋 金 元 时 期 五 脏 皆 重 ； 明 代 医 家 提 出 以 痰 、 火 、 虚

为 主 因 ； 清 代 及 以 后 医 家 以 化 瘀 、 通 腑 为 治 [1]。 故 笔 者 根 据 当

下 不 寐 患 者 的 临 床 特 征 ， 在 传 统 针 灸 法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午 时 前

后 通 过 针 对 性 调 和 阴 阳 治 疗 不 寐 的 针 灸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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