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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是指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的症状。常伴有头晕，

头痛，心悸，健忘，心神不安等。轻者入睡困难，时寐时醒；重

者整夜不能入睡。据卫生部 E 项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失眠

者已达 EANPEBC 万人，失眠症的发病率高达 EC QPRM Q。对

失眠症的治疗亦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其疗效往往令人不十

分满意并易产生依赖。笔者尝试使用针药结合治疗 SM 例失

眠患者，经临床观察疗效满意，现介绍如下：

!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 与 诊 断 标 准 第

O 版失眠症诊断标准［T］。其中治疗组 SM 例，男 AU 例，女 AV 例，

年龄最大 VR 岁，最 小 RO 岁 ，失 眠 时 间 最 长 TS 8，最 短 T 8；

对 照 组 OM 例 ，其 中 男 TR 例 ，女 TW 例 ，年 龄 最 大 SX 8，最 小

RV 8，失眠时间最长 TT 8，最短 W 个月。

" 治疗方法

"#! 治疗组 主穴：百会、四神聪、内关、神门、足三里、三阴

交。配穴：头痛头晕者加太阳，急躁易怒者加太冲，头胀痰多

者加丰隆，体虚善惊者加心俞、脾俞。操作：患者卧位，宽衣松

带 ，全 身 放 松 ，用 OM 号 毫 针 针 刺 得 气 后 留 针 OM Y,-，每 隔

TM Y,- 行针 T 次，手法除太冲用泻法外均为平补平泻，T 次 Z 9，

TN 次为 T 疗程，行 FPO 个 疗 程 。合 并 药 物 ：每 晚 服 用 舒 乐 安

定 TPU Y[。

"#" 对照组 每晚仅服用舒乐安定 TPU Y\。

$ 疗效标准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标

准》及卫生部制定《中药新药治疗失眠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制定疗效标准如下 ]F^。治愈：睡眠时间恢复正常或睡眠时间在

V _ 以上，睡眠深沉，醒后精力充沛；显效：睡眠明显好转，睡

眠时间增加超过 O <，深度增加；有效：失眠症状改善，睡眠时

间增加不足 O <，伴发症状不同程度改善。无效：失眠及伴发

症状无改善或反加重。

% 治疗结果 见表 T
& 典型病例

丁某，男，US 岁，于 RMMT 年 U 月 RO 日初诊，失眠 O ’ 余，

经中西医药物治疗无效，常彻夜不眠或仅能入睡 RPO <，伴多

梦健忘，肢倦乏力，面白少华，舌淡苔薄，脉沉细。证属心脾两

虚，治以益气补血，宁心健脾。穴取百会、四神聪、内关、神门、

足三里、三阴交、心俞、脾俞，针用补法为主，针刺得气后留针

OM Y,-，每 隔 TM Y,- 行 针 T 次 ，T 次 Z 9，TM 次 为 T 疗 程 ，行

O 个疗程痊愈，随访 M‘S ’，未见复发。

’ 讨论

失眠中医又称“不寐”，始于《难经》；《内经》称失眠为“目

不 暝 ”、“不 得 眠 ”或“不 得 卧 ”。睡 眠 和 觉 醒 是 阴 阳 转 化 的 结

果，即“阳气自动而之静则寐，阴气自静而之动则寤”。机体只

要能维持这种正常的转化功能，就能维持正常的睡 眠 和 觉

醒。如果阴气和阳气转化的规则遭到破坏，便可导致不寐。失

眠主要由七情所伤、思虑太过，或暴受惊恐，亦有禀赋不足，

年迈体弱所致，其病是由气血阴阳失和，脏腑功能不调、以致

心神疲劳，神不守舍而不得安眠。《景岳全书·不寐》指出“不

寐证虽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盖寐本孚阴，神其

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

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心主神”，因此心是不寐的主要病

位。凡是能影响心神的原因都可引起不寐，如营气不足引起

心失所养，火热炽盛可以扰心或突受惊骇引起心神不安都是

不寐的常见原因。心与其他脏腑如肝、胆、脾、胃、肾有密切关

系，不寐的发生也与其他肺腑的病变有密切关系，不管是心

失所养还是活（热）盛扰心或者心神不安大多数由其他脏腑

病变引起的阴阳失调和血气失和所致 ]O^。很多因素都可 造 成

失眠，有精神因素诱发的，有机体疾病引起的，年龄大小，文

化程度和工作环境，生活习惯及睡眠条件都与失眠有关。心

理因素对机体的影响是导致人体机能失调的治病原因，如情

绪不稳、心情抑郁、过于兴奋、生气、愤怒等，主要表现为：入

睡困难、睡后易醒、醒后再难入睡、多梦、浅睡、梦游。白天萎

靡不振、四肢无力、反应迟钝、工作效率低、头痛、头昏、头晕、

记忆力减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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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治疗结果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eQf
治疗组 SN TV AT TT A XVIN
对照组 ON O X TN W dOIO

注：两组疗效经统计学处理g!RhTi‘Tdf，!jM‘MS，治疗组疗效明显

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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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近 P 8 来 本 院 骨 科 采

用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方法，取得较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 一般资料 本组 QNP 例，男 EPQ 例，女 APE 例，年龄 ARSRC 岁，

其中 FRSBC 岁 TP 例，QESPC 岁 EQF 例，PESUC 岁 EUQ 例，UE 岁

以上 UQ 例。急性发作 ESF VRB 例，病程最长 EF 8。其中颈型

ETP 例，神经根型 EPW 例，椎动脉型 PT 例，交感神经型 TN 例，

脊髓型 EN 例，混合型 FN 例。

!"# 病理机制 颈椎病是颈椎间盘组织退行性改变及其继

发性改变后累及颈部神经根、脊髓、椎动脉或交感神经并出

现相应临床症状。外邪内袭、慢性劳损及咽喉部感染是其发

病诱因。中医认为风寒湿之气杂至合而为痹；慢性劳损者每

为经久积累性损伤，尤在某些强迫性或被动性体位下，导致

气血失和、血脉不通、筋脉失荣；咽喉部的感染乃痰瘀凝滞、

瘀久化热所致。

!"$ 症状与体征 颈椎病临床症状颇为复杂，通常损伤部位

不同，影响的组织不同。急性发作病人多表现肌肉、韧带、关

节囊的损伤，反复出现“落枕”、“失枕”症状，颈部疼痛、僵硬

感、活动受限等。神经根型出现颈肩臂手疼痛、麻木、肌肉萎

缩。椎动脉型特点脑部症状多于四肢症状，多见头痛、眩晕。

植物神经与内脏功能紊乱，恶心、呕吐、心律失常等XEY。

!"% Z 线表现 颈椎生理曲度变直、成角或反弓，椎体前缘

或后缘骨质增生，项韧带钙化，椎间孔变小或椎间隙变窄、钩

突关节变尖变长，亦有颈椎 Z 线正常者。

# 治疗方法

#"! 颈椎牵引 坐式，颈椎牵引处于垂直或稍前倾约 EP[，

以枕颌布带牵引；仰卧位，宜调整枕头高度，使颈前屈 TC[，以

枕颌皮套带牵引，牵引质量 FSR \] 之间，E周后牵引质量可逐渐

增大到EC \]，EPSFC ^/-_次，ESF 次 _ V，EC V 为 E 个疗程。

#"# 手法治疗

#"#"! 手法推拿 医者立于患侧，拇指、食指、中指在颈项两

综合疗法治疗颈椎病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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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会为督脉之要穴，百脉之会，其穴总督一身正气，镇静

安神，条理气血阴阳，现代医学认为刺激百会穴提高机体新

陈 代 谢 机 能 ，增 加 机 体 抵 抗 力 ；四 神 聪 能 安 神 定 志 ，醒 脑 益

智 。神 门 穴 为 手 少 阴 心 经 原 穴 ，原 穴 为 脏 气 之 本 ，能 培 元 补

正，偏补心气，心主神明，针刺神门穴有养心安神镇静作用，

为治疗失眠要穴；内关为手厥阴心包经络穴，通过阴维脉，可

治心、胸、胃疾患，与神门穴相配，为原络配穴，可奏和胃安神

之功；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合穴，有理脾胃、调气血、补虚的

作用，是全身强壮穴之一；三阴交是足太阴脾经络穴，又是足

三阴经交会穴，能调节三阴经经气，也是全身强壮穴之一，两

穴相配，有调节阴阳气血、理脾胃、补虚弱的功能 XQY。若头痛头

晕严重，加太阳，健脑开窍，通络止痛；急躁易怒者，加太冲，

能清降肝阳，安神定志；头胀痰多者，加丰隆，可祛湿除痰，清

利头目；体虚善惊者，加心俞、脾俞，可调和气血、养心安神。

以上诸穴相配，共同发挥镇静安神，改善睡眠的目的 XPY。

单纯使用安眠药，其前期治疗效果较好，但只宜 短 期 或

间断给药长期使用效果不明显并易产生依赖。若突然停药，

可出现“反跳”现象，失眠症状更加严重。而合并针刺治疗，不

但可以明显提高疗效，也可以避免长期大量的服用安眠药，

减轻患者对药物依赖的恐惧。

另外，在治疗中还要特别注意病人的精神因素，劝 其 解

除烦恼，消除思想顾虑，避免情绪激动；

睡前不吸咽，不喝酒，不饮浓茶；晚饭不宜过饱；每天参

加适当的体力劳动，养成良好规律的生活习惯，均是防治失

眠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d］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e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e
第 O 版e山东!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eFNNEeEERe

［F］李庆玉，周英e针灸辨证治疗失眠症 PN 例［f］e中国中医药信息杂

志gFNNEgEW（R）!RFe
［O］邵 素 菊 e针 灸 治 疗 失 眠 RQ 例 临 床 观 察［f］e河 南 中 医 药 gEaaUgFO

（EE）!PRe
［Q］周光明e针灸治疗失眠 ENN 例疗效分析［f］e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g

FNNEgFU（EN）!ENUae
［P］常秀生e针灸推拿结合治疗失眠证浅谈XfYe天津中医，FNNF，Ea（U）：

FWe

（收搞日期：FNNOcNacNW）

作者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常州医院

作者简介：姬 玲（&’(!)），女，医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治

疗骨伤科疾病。

O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