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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失眠的研究进展

赵长振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Ǔ江苏Ǔ苏州Ǔ215011

摘Ȟ要：本文综述了中医药在治疗失眠方面的研究进展，包括中医对失眠的理论认识、病因病机分析、治疗方法

及临床研究成果。中医药通过调和阴阳、安神定志，采用中药内服、针灸推拿、心理调护等多种手段治疗失眠，展现

出显著疗效和安全性。临床案例和研究表明，中医药在个体化治疗、综合疗法及新技术应用方面不断创新，为治疗失

眠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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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失眠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

常见问题。在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过程中，中医药以其

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逐渐崭露头角。从古

老的中医典籍到现代临床研究，中医药在失眠治疗领域

领域积累了深厚底蕴。其不仅关注症状的缓解，更注重

整体调理。

1��失眠症的中医理论基础

1.1  中医对失眠的认识
中医对失眠的认识源远流长，根植于深厚的中医理

论基础之中。在中医典籍中，失眠常被称为“不寐”、

“不得眠”或“目不瞑”，其本质被视为机体阴阳失

衡、气血不和在神志方面的具体表现。中医认为，睡眠

与人体阴阳消长、营卫运行息息相关，夜晚阳气入阴，

人便安然入睡；而若阴阳失调，阳不入阴，则会导致失

眠。此外，中医还强调心神在睡眠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心神安宁则睡眠安稳，心神不宁则夜不能寐。因此，中

医治疗失眠常从调和阴阳、安神定志入手，旨在恢复机

体的自然睡眠规律。

1.2  中医病因病机分析
中医对失眠的病因病机分析详尽而深刻，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情志失调是引发失眠的重要原因

之一。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志易于波动，过

度思虑、忧愁、愤怒等情绪均可导致肝气郁结、心神不

宁，进而引发失眠；长期情志不畅还可能损伤心脾，造

成心血不足、脾虚失运，进一步影响睡眠质量。其次，

饮食不节也是导致失眠的常见因素。过食辛辣、油腻之

品，或暴饮暴食、饥饱无常，均会损伤脾胃，导致运化

失常，痰湿内生，上扰心神而失眠。同时，某些具有兴

奋作用的食物或药物，如咖啡、茶叶、人参等，也可能

引发或加重失眠症状。劳逸失度、病后体虚等亦可引起

失眠。过度劳累或过度安逸均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心

神失养而失眠。而病后体虚，特别是心脾两虚、肝肾阴

虚等，更是失眠的常见证候。这些证候往往伴有心悸健

忘、头晕目眩、腰膝酸软等症状，需要综合运用中医药

方法进行调理。中医认为失眠的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涉

及情志、饮食、劳逸等多个方面[1]。

2��中医药治疗失眠的方法

2.1  中药治疗
中药治疗失眠是中医传统疗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药通过调节人体内部环境，达到平衡阴阳、调和气

血、安神定志的功效，从而有效改善失眠症状。在治疗

失眠时，中医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特点，选用

不同的中药方剂或单味药进行治疗。例如，对于心脾两

虚型失眠，常用归脾汤等方剂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

对于肝火扰心型失眠，则选用龙胆泻肝汤等方剂以清泻

肝火、镇心除烦。此外，一些具有安神作用的中药，如

酸枣仁、柏子仁、远志等，也常被用于治疗失眠。这些

中药通过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机制，综合调节人体神

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实现改善睡眠的目的。

2.2  针灸推拿治疗
针灸推拿疗法是中医独特的非药物疗法，在治疗失

眠方面也有着显著疗效。针灸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的穴

位，调整经络气血的运行，达到安神定志、调和阴阳的

效果。例如，针刺百会、四神聪、神门等穴位，可以有

效缓解失眠患者的焦虑、烦躁情绪，促进睡眠。推拿疗

法则通过按摩、揉捏等手法，作用于人体经络、穴位和

肌肉，达到放松身心、调和气血的目的[2]。在治疗失眠

时，推拿疗法常用于放松头部、颈肩部等紧张区域，缓

解因长时间工作、学习或生活压力导致的紧张和疲劳

感，从而帮助患者更快进入睡眠状态。

2.3  心理调护
中医强调“心主神明”，认为失眠与心神不宁密切



17

内科诊疗与进展·2024� 第5卷�第3期

相关。因此，在治疗失眠时，心理调护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中医心理调护包括情志疏导、认知调整、放松

训练等多个方面。情志疏导旨在帮助患者正确认识和处

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减轻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对睡眠

的影响。认知调整则通过引导患者改变不良的认知习惯

和思维模式，建立积极向上的心态，从而增强对失眠的

应对能力。放松训练则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方法，通

过深呼吸、冥想、瑜伽等方式，帮助患者放松身心，缓

解紧张和疲劳感，进而改善睡眠质量。中医心理调护不

仅关注患者身体上的不适，更注重其心理状态的调整和

优化，为失眠患者提供了全面的治疗支持。

3��中医药治疗失眠的临床研究进展

3.1  临床案例分析
在苏州高新区（虎丘区）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药治疗失眠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众

多典型案例展示了其显著的临床疗效和较高的安全性。

以李女士为例，她长期遭受失眠困扰，每晚仅能浅睡数

小时，且多梦易醒，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质量。经

中医科医师详细问诊和辨证施治，诊断为心脾两虚型失

眠，遂采用归脾汤加减治疗，配合温针灸选取心俞、脾

俞等穴位，每周三次。同时，辅以中医情志疗法，通过

心理疏导缓解其焦虑情绪。经过两个月的综合治疗，李

女士的睡眠状况显著改善，入睡时间缩短，睡眠深度增

加，且醒来后感觉精力充沛。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中医

药在治疗失眠方面的独特优势和良好效果。在治疗过程

中，总结了几条成功经验：一是辨证施治的重要性，即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特点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二是综合疗法的应用，如中药内服与针灸推拿、心理调

护相结合，多途径调节机体内环境；三是注重患者的自

我管理，如指导患者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调整饮食结

构等[3]。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患者对中医药疗

效的期望值过高，或治疗过程中未能坚持治疗导致疗效不

佳；部分老年患者因身体状况复杂，治疗方案的调整需更

加谨慎。针对这些问题，中心加强了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

随访管理，确保治疗方案的有效实施和持续优化。

3.2  临床研究成果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失眠的临床研究取得了丰硕成

果，为临床实践提供有力支持。研究表明，中药内服在

治疗失眠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如酸枣仁汤、归脾汤

等经典方剂在调节人体阴阳平衡、安神定志方面效果显

著。针灸推拿疗法则通过刺激特定穴位，调节经络气血

运行，促进睡眠质量的提升。另外，中医心理调护作为

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通过疏导患者情绪、调整认知模

式等方式，有助于缓解失眠伴随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

题。不同治疗方法在临床应用中各有优缺点。中药内服

疗法疗效稳定，但疗程相对较长；针灸推拿疗法起效

快，但患者需要定期前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心理调护

则侧重于患者的心理调节，但效果受患者自身认知能力

和配合度影响较大。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医

药治疗失眠的研究也在不断探索新技术和新方法，如中

药提取物的研究与应用、针灸推拿的量化评价等，为中

医药治疗失眠的临床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3.3  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探索
在失眠治疗领域，其他先进的医疗中心已经成功应

用了诸多新技术和新方法，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为枫

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今后的发展中提供了极具价

值的借鉴方向。

3.3.1  数字化管理系统
一些先进的医疗中心建立了高度成熟的基于云计算

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这些中心里，患者病历实现了全

面电子化管理，从患者初次就诊到后续每次诊疗过程

都能详细记录并精准分析。通过长期积累的诊疗数据，

医生能够进行深入的回顾性研究，进而不断优化治疗方

案。以某地的知名医疗中心为例，利用该系统对近千例

失眠患者的治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经过优化方案后，

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提升了20%。同时，患者借助便捷的手
机APP，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治疗进展、接收专业的健康
提醒，如睡前放松技巧、饮食建议等，还能轻松预约复

诊，大大增强了治疗的连贯性和患者的依从性。枫桥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若引进此技术，将极大提高医疗服

务效率和质量，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诊疗体验。

3.3.2  智能穿戴设备与远程监测
部分前沿的睡眠治疗中心引入了先进的智能穿戴设

备与远程监测系统。这些设备如同贴心的健康卫士，能

实时且精准地监测患者睡眠周期、心率变化以及呼吸频

率等关键生理参数，并通过稳定的云端传输进行智能分

析处理。比如，某大型睡眠治疗中心采用的智能手环，

能够准确区分患者的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期等睡眠阶

段，准确率高达90%以上。医生依据这些详实的数据，能
为患者量身定制更具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案[4]。并且远

程监测功能还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患者潜在的健康风险

信号，提前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3.3.3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与治疗
在中医药治疗失眠领域，已有不少医疗中心积极探

索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例如，某省的重点睡眠医学中

心开发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与治疗系统，通过深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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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海量的中医经典医案、临床数据以及现代医学研究成

果，能够智能识别失眠的复杂病因病机，并进行精准分

类。在诊断环节，只需患者输入症状表现、上传舌象和

脉象图片，系统就能迅速给出专业的初步诊断建议，与

专家诊断的符合率可达80%左右。在治疗阶段，该系统能
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智能推荐合适的中药方剂、针灸推拿

方案以及心理调护措施，为医生的决策提供全面且科学

的支持。

4��中医药治疗失眠的优势与展望

4.1  中医药治疗失眠的优势
中医药治疗失眠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首先，中

医药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认为失眠不仅仅是单一

症状的表现，而是与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阴阳失衡

等内在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中医药治疗失眠时，会根

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体质特点以及环境因素等，制定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旨在从根本上调整人体内部环境，恢

复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治疗失眠的目的。其次，中医药

治疗手段多样，包括中药内服、针灸推拿、拔罐刮痧、

心理调护等多种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各具特色，可以单

独使用，也可以联合应用，以满足不同患者的治疗需

求。例如，中药内服可以通过调节脏腑功能、安神定志

来改善睡眠质量；针灸推拿则可以通过刺激经络穴位、

调节气血运行来促进入睡；心理调护则可以帮助患者缓

解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提高睡眠质量。中医药治疗

失眠还具有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的特点。相比于西药治

疗失眠可能带来的依赖性、耐药性等问题，中医药治疗

更加注重调理和平衡，旨在恢复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

因此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长期应用[5]。

4.2  展望
随着人们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和中医药研究的不

断深入，中医药治疗失眠的前景将更加广阔。第一，随

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医药治疗失眠将更加注重科学

化和规范化。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中医药治疗失眠的诊疗过程将更

加精准和高效。同时，建立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和疗效评

估体系，将有助于提升中医药治疗失眠的整体水平。第

二，中医药治疗失眠将更加注重跨学科融合与创新。通

过与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交叉融

合，中医药治疗失眠将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失眠的发病机

制，探索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同时，跨学科合作也将

为中医药治疗失眠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支持。第三，中

医药治疗失眠将更加注重国际化和普及化。随着中医药

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

开始接受和认可中医药治疗失眠的疗效。同时，通过加

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医药治疗失眠的先进经验和成果

也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失眠以其独特的理论基础、

多样化的治疗手段及显著的临床效果，逐渐成为治疗失

眠的重要选择。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和跨学科合作

的深入，中医药治疗失眠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未来，应继续加强中医药治疗失眠的科学研究，推动其

标准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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