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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眠又称
’“
不寐移 ,

是指经常不易入

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证候
。

其临床表现不

尽一致
,

有初睡 即难以入寐多 有寐而易

醒
,
醒后不能再寐 , 亦有时寐时醒

,

寐而

不实
,

甚则彻夜不得入寐者
。

本病常兼见

头晕
、

头痛
、

心悸
、

乏力
、

神疲
、

健忘等

证
。

根据其病因病机及证候特点
,

一般可

分为心脾不足
、

阴虚火旺及痰湿积滞等三

型论治
。

兹分述如下
:

一
、

心脾不足

〔主证〕
:
寐浅易醒

,

面黄神倦
,

舌

淡脉细弱
。

〔病因病机〕
: 思虑劳倦损伤心脾

,

脾伤则生化乏源
,

气血衰少
,

加之心伤 阴
一

血暗耗
,

血不养心
,

致心神不安
,

寐浅易

醒
。

面黄神倦
,

舌淡脉细弱
,

均为心脾不

足
,

气血衰少之故
。

心气失交于肾
,

证属

阳不交阴之失眠
。

〔立法〕 :
健脾助运

,

养血益气安

神
。

〔处方〕
:
脾

、

肾
、

肝
、

胆俞
,

三 阴

交
、

承山
、

神庭
、

或灸气海
。

〔方义〕
:
脾俞配脾经之三阴交穴以

健脾助运加肝
、

胆俞调肝扶脾
,

培土抑

木
。

火能生土
,

故再辅之肾俞
,

配足太阳

膀胧经穴承山
,

用补法助肾阳以 生脾土
。

“脑为元神之府
” ,

故配神庭
、

本神
,

以

宁神定志
。

或配灸气海穴
,

亦取其补气健

脾之意
。

此均为绥则治其本之法
。

二
、

阴虚火旺

〔主证〕 :
寐难多梦

,

掌热唇红
,

舌

赤脉细数
。

〔病因病机〕
、

察赋不足或劳倦过甚

致肾阴耗伤致真阴不升
,

心火独亢
,

水亏
不能吸火下行致寐难多梦

。

掌热唇红
,

舌
-

赤脉细数均为衡虚火旺之象
,

证属阴不纳

阳之失眠
。

〔立法〕
‘

飞壮水制火
,

滋明清热
。

〔处方〕
:
太澳

、

列缺
、

通里 (均屏

补法 )
,

曲池
、

足三里 ( 用泻法 ) 解溪 (

泻法 ) 神庭
、

本神
。

〔方义〕
:
太溪为足少 阴经之原穴

,

配手太阴经列缺穴 ( 此穴交会于任脉 ) 肺
-

属金
,

金生水
,

本源同治
,

以壮水滋肾为
虚则补其母之法

。

通里是手少阴心经之络

穴
,

解溪是足阳明
一

胃经之经火
,

心胃同

治
,

奉养心阴
。

足阳明胃经合穴足兰 里配
-

手阳时大肠经合穴曲池
,

意在通降胃腑
,

清热降火
。

神庭
、

本神是主神志病的专
’

穴
,

一并用之
。

诸穴相 合
,

使阴水上奉
,

阳火下降
,

庶以阴阳互恋
,

神志安定
。

此
-

属标本兼治之法
。

三
、

痰湿积滞

〔主证〕
:

心烦不寐
,

胸脱痞满
,

苔
-

腻脉
。

〔病因病机〕
:
饮食不节

,

肠 胃受

伤
,

宿食积滞
,

化为痰湿
,

壑遏巾宫
,

贝止

水火上下 交通道路 受阻 , 或七情伤及肝

脾
,

生湿成痰贮胃
,

水火难以交婿
。

证见
心烦不寐

,

胸院痞满
,

苔腻脉滑
,

均属宿

滞痰湿致胃气不和而神不安舍
。

〔立法〕
:
通腑和胃

,

祛湿化痰
。

〔处方〕
: 四门

、

足三里
、

曲池
、

内

关
、

四关
、

神庭
、

本神
。

( 均用泻法
,

强

刺激 )

〔方义〕
:

四 门穴 ( 中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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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 日
、

癸日亦不例外
。

此外
,
凡次日重见

第一个本 日之时干为纳穴
,

阳时纳三焦经

五脸穴
,

并过原穴阳池
,

阴时纳心包经五

偷穴
,

并过大陵 ( 以输代原 )
。

此为养子

时刻注穴法之逢输过原也
。

三 阴井木阳井金

《灵枢
·

本输篇》 首掣阳经井 穴属

金
,

阴经井穴属木
,

本木
、

火
、

土
、

金
、

水以应四时五脏是为定法
,

何以阴经五脸

起于木而阳经五脸起于金耶 ? 《逆顺肥瘦

篇》 明示如举双手直立位
,

十二经走向以

手之三阳从手走头
,

足之三阳从头走足
,

是

从上而卞为降 ; 足之三阴从足走腹 (胸)
,

手之三阴从胸走手是从下而上为升
,

因构

成阴升阳降之规律乎
。

故阴经始于木
,

取

象木气主升
; 阳经始于金比类金性主降

,

十二经气血流注皆始从井穴
,

故阴井 应

木
,

阳井应金矣 ,

又阴经属五脏
,

与五行相 配
,

木为五行

之首
,

故五脏所系经脉之井荣输经合
,

配以

木火土金水
。

人以五脏为中心
,

五脏既定
,

则六腑合之
,

故六腑所系经脉之井荣输经

合配以金水木火土
。

如此阴井乙木之柔与阳

井庚金之刚以成阴阳相合
、

刚柔相济之理
。

四 金不克木

金
、

水
、

木
、

火
、

土五行
,

金以克

木
、

是乃常理
,

然五脑穴阳经井穴之金
,

不克阴经井穴之木
,

何以故耶?

阴经五愉起于木
, 阳经五愉起于金

,

东方甲乙木
,

西方庚辛金
,

故阴井属 乙

木
,

阳井属庚金
,

乙属 阴
,

而庚属 阳
。

日

阴 日阳即日柔日刚之谓也
。

以乙木之阴柔

御庚金之阳刚
,

此阴阳相 合
,

刚柔相济之

理
,

故金不克木而反相合矣
。

余若丁火与

壬水
、

己土与甲木
、

辛金与丙火
、

癸水与

戊土皆如是也
。

阴经五脸穴井
、

荣
、

输
、

经合配五行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阳经五

脑穴井
、

荣
、

输
、

经
、

合配五行金
、

水
、

木
、

火
、

土
,

而见相生之理
。

然生必有

克
,

寓生克于制化之中
,

何以为然 ? 因阴

井为乙木
,

阳井为庚 金
,

乙与庚合而化

金 ; 阴荣为丁火
, 阳荣为壬水

,

丁与壬合

而化木
; 阴输为己土

,

阳输为甲木
,

甲与

己合而化土 , 阴经为辛金
,

阳经为丙火
,

辛与丙合而化水
; 阴合为癸水

,

阳合为戊

土
,

癸与戊合而化火
。

故又成为金克木
、

木克土
、

土克水
、

水克火
、

火克金
,

是谓
“亢则害

,

承乃制
,

制则生化
”
之规律矣

。

天枢
、

气海 ) 为主肠胃病之要穴
,

足三里

为是阳明经合穴
,

与中院相配为募合配穴

法以和胃化痰 , 和胃需通肠
,

故配大肠经

募穴天枢多 化痰必理气
,

故配气海穴
。

四

关穴 ( 合谷
、

太冲 )
,

为主神志病要穴
,

配手厥阴心包经内关穴
、

手阳明大肠经曲

池穴以理气宽胸
,

疏肝清热
。

此为治标之

法
。

神庭
、

本神二穴为神志病专穴
,

故无

论何型均可用之
。

总之
,

不寐有虚实两端
。

虚证多责在

心脾肝肾
,

宜调补气血或壮水降火; 实证
」

责在胃腑
,

.

当通腑和胃
,

化痰祛湿
。

临证

汾型是柑对而言
,

只言其常而未言真夔
,

故不可拘泥
。

注意
。

1
、

施灸时宜多灸少腹或下肢
,

勿灸

头部有助于引火归元
。

2
、

加强精神与生活的调摄
,

保持倩

志舒畅
。

睡前勿剧烈活动
,

少思考
,

使思

想平静
,

避免烟酒浓茶等
。

每日可有适当

的体育锻炼或体力劳动
。

3
、

较顽固之 失眠者尚要做思想工

作
,

使之 消除顾虑及紧张情绪
。
长期服用

安眠药者
,
在针刺同时可逐步减少其用夏

乃至停服
。

亦可配合适当的中药治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