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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由于入睡或维持睡眠困难导

致的睡眠质量及时间的下降，中医称之为“不寐”“目不暝”“不

得卧”。随着社会竞争加剧、生活压力的增大，失眠的发生率明

显上升，并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更有可

能加重或诱发其他疾病，如心脑血管、抑郁症等疾病。目前，欧

美发病率约 20%耀30%[1]，然而近期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

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超过欧美达 38.2%[2]。目前中医治疗越

来越体现出其强大的优势与潜力，但也存在着作用机制不甚

明确及缺乏科学性等不足。本文将从失眠的诊断标准、病因病

机、辨证论治及安全性等方面对中医治疗失眠的近况进行概

括。

2 失眠的定义及诊断标准

失眠在中医中称之为“不寐”“目不瞑”“不得眠”“不得

卧”，是以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以睡眠时间、深度及消除疲劳作

用不足为主的一种病证。根据中国制定的失眠症的诊断标准

（CCMD- 3）[3]失眠症诊断需包括以下几点：几乎以失眠为唯一

的症状；具有失眠和极度关注失眠结果的优势观念；对睡眠数

量质量的不满，引起明显的苦恼或社会功能受损；至少每周发

生 3 次，并至少已达 1 个月；排除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症状导

致的情况。

3 失眠的病因病机

中医认为失眠的病因很多[4,5]：内伤七情、饮食、劳逸及外

感六淫等，其病机主要为机体脏腑阴阳失调、气血失和。多数

认为失眠主要病位在心，由于心神失养或不安，神不守舍而失

眠，主要与肝脾胃胆肾的阴阳气血失调相关，最终导致肝郁、

胆怯、脾肾亏虚、胃失和降等[6]。

4 中医治疗

4.1 药物治疗

4.1.1 辨证论治

关于失眠的中医药物治疗，至今为止大多数遵循的原则

为辨证论治（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并将失眠辨证分为

虚证和实证 2 类，共 5 型。虚证属阴血不足，心脑失其所养，表

现为体质瘦弱、面色无华、神疲懒言、心悸健忘等，主要有心脾

两虚、阴虚火旺、心胆气虚 3 种类型；实证为实热内结或痰热

内扰或瘀血阻滞，表现为心烦易怒、口苦咽干、便秘溲赤、胸闷

且痛等，主要有肝郁化火、痰热内扰 2 种类型[7,8]。上述失眠的 5
型均有各自的经典方药，众多学者通过现代医药研究[9-13]证明

了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并据此在各型的经典方药上进行加减

配伍，以更加个体化治疗及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其中，肝郁化

火型以疏肝泻热、镇心安神为主；痰热内扰型以化痰清热、和

中安神为主；阴虚火旺型以滋阴降火、清心安神为主；心脾两

虚型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为主；心胆气虚型以益气镇惊、安

神定志为主[14,15]。

4.1.2 从脏腑论治

从心论治，心为失眠之主要病位，心神失常可致失眠发

生，严石林等[16]从心论治失眠，将其分为心之实证、虚证两类，

实证分邪热扰心、痰热扰心、瘀血内阻 3 型。从肝论治，严晓丽

等[17,18]通过大量临床试验反映了从肝论治失眠的临床特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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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将其分肝阳上亢、肝郁瘀阻、肝郁化火(风)、肝郁犯胃（横

逆）、肝郁犯心、肝亢肾虚六型进行辨证论治。从脾胃论治，胃

不和则卧不安，赵素丽等[19]认为脾脏为滋养诸脏之源，脾虚则

脏腑俱虚气血亏损，而最终导致神失所养而致失眠，因此提倡

从脾胃论治失眠。从肾论治，肾之病变也可导致失眠，有虚实

之分，实者多因肾之水液代谢失常所致，虚者与肾阴、肾精有

关。袁拯忠等[20]认为肾精亏虚是老年人失眠最主要的生理病理

特点，肾精亏虚会妨碍卫气的生成和运行，影响相关的肝、心、

脑髓、膀胱等脏腑的功能，最终导致阴不敛阳、营卫不和而致

失眠，临床采用地黄饮子等具有补肾填精功效的方药治疗老

年性失眠，均获良好疗效。

4.2 非药物治疗

4.2.1 针刺疗法

针刺疗法是目前运用最广泛且最久远的一种治疗失眠的

方法，具有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可从整体上调理脏腑、平衡

阴阳以达到治疗效果。临床上多采用辩证取穴法，亦可用特定

取穴法进行治疗。辨证取穴主穴主要取百会、四神聪、神门、三

阴、安眠等，同时根据失眠辨证分型选取一组配穴[21]。

4.2.2 灸法治疗

灸法治疗失眠主要是以灸火的热力给人体以温热性刺

激，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以达到调节机体状态、缓解治疗失

眠的一种方法。

4.2.3 推拿疗法

推拿疗法是通过作用于人体特定的部位而对机体产生影

响，具有疏通经络、调整脏腑的功能，目前多在推拿的同时配

合针刺，使疗效益更加显著而持久。

4.2.4 其他疗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除了传统针灸、推拿外，其他非药

物治疗方法也日渐多样化，如电针疗法、耳穴疗法、皮肤针疗

法、穴位注射疗法、埋线疗法等。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药治疗失眠主要在于调理脏腑气血及阴阳

平衡，非药物治疗方法各异，可单独或综合使用。越来越多的

研究以及长期广泛应用证明了中医治疗的疗效性、安全性以

及其独特优势。但仍存在着很多不足，如作用机理不明确、临

床分型及疗效评定标准不统一、科研设计严谨性不够而导致

可信度降低等。因此，今后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设置更加

规范、严谨的科研设计，建立统一评估标准，发挥中医治疗失

眠优势的同时，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提高预防

失眠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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