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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李安洪教授采用耳穴揿针结合中药辨证分型治疗不寐的临床经验。耳穴揿针取主穴心、交感、神门、皮质

下，配穴辨证加减，肝气不疏加肝，心脾两虚加脾，心肾阴虚加肾，痰火扰心加肝、脾，心胆气虚加胆; 中药辨证分型治疗，心脾

两虚用归脾汤加减，肝气郁结用柴胡疏肝散加减，心肾阴虚用天王补心丹加减，痰火扰心用温胆汤加减，心胆气虚用安神定志

丸加减。
［关键词］ 不寐;耳穴;揿针;辨证论治;名医经验;李安洪

［中图分类号］Ｒ246. 1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808 / j. cnki. issn1003 － 7705. 2018. 10. 007

第一作者:周洪波，女，2016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针灸治疗脑血管疾病

不寐是指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

一种疾病，严重者常影响其正常工作、生活、学习

和健康，其中急性失眠病程 ＞ 4 周，慢性失眠病程

＞ 6 个月
［1］。不寐在《内经》里又称“不得眠”“不

得卧”“目不暝”，不寐的发生常因情志失调、饮食

不节、病后体虚所致，病位在心，常与肝脾肾有关。
西医中多见于焦虑症、抑郁症等疾病。李安洪教

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多年，对此类疾病有独特的

见解及治疗方案，并取得了良效，现将其经验总结

如下。
1 病因病机

《类证治裁·不寐》载:“阳气自动而之静，则

寐;阴气自静而之动，则寤，不寐者，病在阳不交阴

也。”《灵枢·邪客》载:“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

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阴。行于阳则阳气盛，

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暝。”故

不寐的病机总属阴阳失调，阴不敛阳。李教授将

“不寐”分为心脾两虚、肝气郁结、心肾阴虚、痰火扰

心、心胆气虚等型。认为其中心脾两虚、肝气不疏、
痰火扰心证型最为多见

［2］。
2 治疗方法

2. 1 耳穴揿针疗法 采用清铃牌新型揿针，安全、
有效、无创痛。主穴:心、交感、神门、皮质下;配穴:

肝气不疏者加肝;心脾两虚者加脾;心肾阴虚者加

肾;痰火扰心者加肝、脾;心胆气虚者加胆。先耳部

穴位用碘伏常规消毒后，再用乙醇脱碘，辨证选穴

进行贴压，一般选用 4 ～ 5 个穴位，嘱患者自己进行

穴位按压，避免搓揉，每天按压2 次，如无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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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杂病是多种致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治

疗内科杂病必须充分利用内治、外治、针灸等各种

治疗方法，重视内外兼治。将内服药物和中药外治

法、非药物治疗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辨证施治，采

用多途径、多手段治疗，做到杂合以治，和其不和。
陈教授作为孟河医派传人，学识渊博、思路敏锐、见
解独到。他提倡辨病辨证和法论治，针对多种疾

病、慢性病程、复杂病机，综合应用各种治疗方法杂

合以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收效颇佳，值得

进一步总结升华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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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后更换揿针，双耳交替进行，7d 为 1 个疗程。失

眠的病位主要在心，同时与肝、脾、肾有关，耳穴心、
脾、肝、肾、胆可以调节相关脏腑功能，起到宁心安

神、疏肝解郁、交替心肾的作用;神门为心的原穴，

耳穴神门的功效与之相似，都可起到安神作用;交

感、皮质下可加强镇静安神的功效。
2. 2 中药汤剂 中药汤剂是治疗不寐的有效方

法，前人总结了很多经验。《医学心悟》载“有心血

空虚卧不安者，皆有思虑太过，神不藏也，归脾汤主

之……有惊恐不安卧者，其人梦中惊跳怵惕是也，

安神定志丸主之”;《血证论》记载:“又或肝经有痰，

扰其魂不得寐者，温胆汤加枣仁治之”;《景岳全书》
载:“若焦思过度，耗心血，动心火，而烦热干渴不寐

者，天王补心丹。”李教授总结前人经验，在治疗不

寐时，严格辨证施治，随症加减。心脾两虚采用归

脾汤加减;肝气郁结采用柴胡疏肝散加减;心肾阴

虚采用天王补心丹加减;痰火扰心采用温胆汤加

减;心胆气虚采用安神定志丸加减。
3 典型病案

贾某，女，43 岁，2016 年 11 月 8 日来李教授处就诊，以

“入睡困难 7 年，加重 1 年”为主诉。症见反复入睡困难，

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 5h，偶有胸闷，叹气后症状缓解，纳食

可，二便调，平素性情较为烦躁，易生闷气，月经周期短，月

经量少，有血块，舌暗红、苔薄黄，脉弦细。否认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史，长期口服“劳拉西泮”治疗，因考虑药物毒

副作用来李教授处治疗。诊断为不寐，证属肝气郁滞。治

以疏肝理气，镇静安神。方用柴胡疏肝散加减。处方: 柴胡

15g，当归 15g，炒白芍 20g，枳壳 12g，香附 15g，茯神 30g，夜

交藤 30g，酸枣仁 30g，煅龙骨 20g，珍珠母 20g，熟地黄 20g，

甘草 10g。3 剂，2d 1 剂，水煎服。柴胡疏肝散疏肝理气; 加

酸枣仁养心安神;煅龙骨、珍珠母镇静安神; 茯神健脾安神;

当归、熟地黄养血安神。同时以耳穴揿针治疗，取穴: 心、交
感、神门、皮质下、肝。5d 后更换揿针，双耳交替进行。耳穴

中的心、肝有宁心安神、疏肝解郁之功效，而交感、神门、皮

质下可调节植物神经功能，达到镇静安神的作用。经治疗

1 个月，患者睡眠状况较之前有明显改善。

4 体 会

不寐是临床常见疾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

活、工作、学习和健康，西药毒副反应大，易产生依

赖性。中医药治疗有较好的疗效。“耳者，宗脉之

所聚”，耳与五脏六腑、全身组织器官都有着密切的

联系，足太阳经“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手太阳经

“至目锐眦，却入耳中”。“经脉所过，主治所及”，耳

穴治疗的方法有多种，现大多采用王不留行籽及揿

针，揿针较王不留行籽的治疗刺激量会更大，治疗

效果更好，能有效地缩短疗程，可以减少普通针刺

时的疼痛，可 5d 更换 1 次，患者依从性好，且疗效持

久。不寐的病位在心，与肝、脾、肾等脏腑也密切相

关，选用耳穴心、肝、脾、肾也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原

则，十二正经上的神门属心经的原穴，耳穴上的神

门与其同名，都可起到宁心安神的功效，从西医角

度来看，耳穴部位分布很多神经、血管等组织，交

感、皮质下可调节“耳 － 迷走反射”从而达到镇静安

神的效果
［3］。

李教授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临床所见，将

不寐分为心脾两虚、肝气郁结、心肾阴虚、痰火扰

心、心胆气虚等型。心脾两虚用归脾汤加减;肝气

郁结采用柴胡疏肝散加减;心肾阴虚用天王补心丹

加减;痰火扰心用温胆汤加减;心胆气虚用安神定

志丸加减，整体辨证论治，取得良效。与此同时应

注意患者的心理调护，避免睡前玩手机，避免过度

兴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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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皮叶治病多

气心痛:指肝郁气滞、肝胃失和或饮食不调等

引起胃脘痛。取樟树皮( 内层黄皮) 焙干为末，每

次用 30g，木香 5g，煎水半碗，温服，每天 1 ～ 2 次。
轻症者服 1 次，重者 3 ～4 次可愈。

痛风关节痛: 樟树二重皮( 鲜) 、地胆草鲜根

各 30g，水煎服，每天服 2 次，连服 3 ～ 5d。对痛风

急性发作、关节红肿疼痛有效。
劳伤疼痛:香樟根皮、铁筷子、辣蓼根、鹅不食

草各 15g。泡酒服，每天 3 次，每次 15mL。对腰肌

劳损，或过劳引起的周身疼痛有效。
风湿性关节 炎: 鲜 樟 树 叶 500g 洗 净，加 水

2000mL，烧开后用小火煎 30min，将药液倒入浴

缸中，加温水至 2 /3，全身浸泡 30min，每天 2 次，
连用5 ～ 7d。对关节红肿、手足冷痛有效。( ht-
tp: / /www. cntcm. com. cn /xueshu /2018 － 04 /13 /
content_4306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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