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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现代治疗失眠的中西医疗法种类繁多，为帮助患者减轻失眠带来的痛苦，各位医家根据古代医家

的经典著作和现代医学的启发，结合创造并整合了特色针法和古医籍记载的治疗心肾不交失眠患者，并

取得了显著疗效。为方便大家查阅本病的治疗方法，特总结了近年使用特色针法以及古代医籍治疗心肾

不交型失眠的相关文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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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treat insomni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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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help the patients to alleviate the pain of insomnia, every doctor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al 
works of ancient doctors and the inspiration of mod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he cre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upuncture and ancient medical records of the treatment of 
heart-kidney disharmony insomnia patient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order to consult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everyone, we summarized the use of special 
acupuncture in recent years and ancient medical books treatment of heart-kidney disharmony 
insomnia-related literatu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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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化飞速发展，人们的精神压力增大，因为各种心理精神因素导致失眠的人也越来越多，根

据中国睡眠研究所日前公布的《2024 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居民的睡眠整体存在时长不

足、质量欠佳等问题，平均时长为 6.75 小时，其中大部分睡眠欠佳居民均有失眠问题存在。临床常见心

肾不交型失眠，而常规针刺手法经长时间刺激效果不佳，为寻求更好的方式治疗患者，特查阅近几年的

特色针刺方法及古代医书著作中的特色针刺疗法以治疗本病。不寐–心肾不交型的基本病机[1]是肾水不

足，不能上济于心，心火炽盛，不能下交于肾，表现有心烦不寐，入睡困难，心悸多梦，伴头晕耳鸣，

腰膝酸软，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咽干少津，男子遗精，女子月经不调，舌红少苔，脉细数，治以滋阴

降火，交通心肾，中药方用六味地黄丸合交泰丸加减以滋补肾阴，清心降火，引火归元。 

2. 现代特色针灸疗法 

2.1. 特色针法 

2.1.1. 调神健脾针法[2] 
根据中医整体观，以健脾调神为治疗大法，选取经原穴神门、心包经络穴内关以调心神，经原穴神

门、心包经络穴内关以调心神，整体以调理脾胃，固元培本，佐以常规针刺部位以调理全身气血，使脏

腑功能阴阳平衡。 

2.1.2. 脐针水火既济针法[3] 
治疗采用神阙、关元穴固元灸与脐针八卦取穴坎位和离位联合治疗，对比口服艾司唑仑的临床疗效，

以脐针水火既济方法来调节中焦气机，使气机通畅，道路疏通则水火得以既济，阴阳得以平和，心肾得

以相交，结合固元灸温脾益肾，固本培元，临床疗效优于口服艾司唑仑。 

2.1.3. 调神益肾针法[4] 
治疗取穴以上星、印堂、百会、四神聪、内关(双)、神门(双)、三阴交(双)、太溪(双)以调神益肾，对

比口服艾司唑仑治疗，经过 14 天为一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统计发现调神益肾针刺法治疗心肾不交型

失眠的临床疗效与口服艾司唑仑疗效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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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泻南补北针法[5] 
本研究再采集 100 名患者随机分两组，对比泻南补北针法与劳拉西泮片的临床疗效对比，针刺组取

穴有百会、双侧神门、三阴交、申脉、照海、心俞、肾俞，其中肾俞和照海针刺得气后施以捻转补法，

其余穴位针刺得气后施以捻转泻法，治疗 4 周后，针刺组临床疗效高于西药劳拉西泮组，针刺更加有利

于改善心肾不交型失眠，可以总体调节阴阳失和，泻心火，滋肾水以交通心肾。 

2.1.5. 原络大街经法[6] 
根据“久病由原到络”选取太渊、偏厉、冲阳、公孙、神门、支正、京骨、大钟、大陵、外关、丘

墟、蠡沟，双侧取穴，根据十二经络的走向依次针刺，先左侧再右侧进行针刺，另一组则参照针灸学教

材取穴，治疗 4 周后，参照统计数据得出：原络大接经法再改善心肾不交型患者的睡眠效率和睡眠质量

分级上优于常规针刺方法，有效便捷。 

2.1.6. 固本调气针法[7] 
治疗组采用毫针针刺结合刺血疗法、麦粒灸方法结合与口服艾司唑仑片进行对比，毫针针刺选取足

三里(双)、合谷(双)、太冲(双)、百会、印堂、关元、中脘，针刺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手法；刺血疗法选取

大椎、心俞(双)、膈俞(双)，先揉按穴位局部使之血管充盈，再用三棱针点点刺放血，再用中号火罐迅速

吸入刺血部位，十分钟后起罐；麦粒灸选取大椎、心俞(双)、肾俞(双)、名门、关元，将圆锥体艾柱置于

涂抹石蜡油的相应穴位上，点燃艾灸，艾灸程度以患者感到局部微微有灼痛感且耐受为宜，每穴艾灸 5
壮。固本调气法结合针灸、刺血、艾灸三法，其中针灸结合艾灸可以补气助阳，培补元气，佐以拔罐可

以祛瘀通络，调畅气机，三法结合可以固本调气，安神助眠，临床疗效比口服艾司唑仑片的显著。 

2.1.7. 调节阴阳针法[8] 
治疗组取穴选气海、关元、中脘、百会、神庭、印堂、申脉(双)、照海(双)、神门、太溪，百会、神

庭采用逆向进针，得气后行捻转泻法，印堂平刺行平补平泻手法，申脉直刺行捻转泻法，照海直刺行捻

转补法，神门直刺行平补平泻手法，气海、关元、中脘、太溪直刺行提插补法，穴位结合不同针刺手法

以调和阴阳，滋阴降火，安神定志。对照组按针灸学教材常规取穴，20 次治疗后对比发现两组对心肾不

交型失眠证候均有改善作用，但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2.2. 针灸结合物理疗法 

2.2.1. 针灸结合耳穴压豆疗法[9] 
两组患者均在睡前 30 分钟口服艾司唑仑片，治疗组则在此基础上行针灸配合耳穴压豆治疗，针灸取

心俞、肾俞、中脘、关元、申脉、照海、百会、印堂、三阴交、太溪，耳穴压豆选择交感、神门、肾、

心、肝、内生殖器等行耳穴贴压治疗，耳穴刺激可以调节内脏功能，配合针灸以平衡阴阳，达到心肾相

交水火既济的效果，对比结果得出两组治疗据对心烦耳鸣、潮热汗出等失眠症状有改善作用，且治疗组

优于对照组。 

2.2.2. 针灸结合艾灸疗法[10] 
对照组予以艾司唑仑片睡前 1 小时口服，治疗组针刺选取百会、神门、内关、三阴交、四神聪、太

溪，灸法选取双侧涌泉，留针半小时，同时艾灸左右涌泉穴各 10 分钟，艾灸以患者有温热感能耐受为宜，

4 周后进行对比，治疗组临床疗效远高于对照组。 

2.2.3. 温针灸法[11] 
治疗组和对照组选穴相同，选百会、四神聪、双侧心俞、肾俞、神门、内关、三阴交、申脉、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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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在针刺之后对心俞、肾俞、内关、三阴交进行艾灸治疗，选用 1.5cm 的艾柱置于针柄上施以以温

针灸，每穴艾灸 2 壮。结果示治疗组对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 

3. 古代特色针灸疗法 

3.1. 灵龟八法 

龟灵八法以九宫八卦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气血流注调控为节律，按照日照时针针刺特定穴位，

以此激发奇经八脉、十二经脉和八脉交会穴以联系脏腑，沟通内外，调整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作用，黎

玉宣[12]等研究根据龟灵八法和患者当日针灸时间推算出该时间所选取的主穴和相配的客穴，与常规针刺

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为龟灵八法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的临床效果优于常规针刺，且因为取穴少、效果佳

更易被患者接受。 

3.2. 灵枢官针 

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连接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脉等结构，心肾不交型失

眠是由于肾阴耗损日久不能上奉于心则心火偏亢，劳神太过或情志损伤郁而化火，心火内炽，不能下交

于肾，导致水火既济失调。《灵枢》中记载有九种不同长度、大小的针以治疗不同的疾病，当时就有不

同的疾病使用的针灸针长度、粗细不同，采用的手法也不一样的成熟理论。例如病情浅不可针刺过深，

这样会伤及深层没有毒邪侵袭的地方，引起痈疮，又或者病情轻选用了粗大的针则会导致泄气太过，气

血失调，造成邪气侵入机体加重疾病。十二经脉按照一定顺序布散全身，气血随十二静脉灌溉以营养五

脏六腑的功能活动，不同的针及不同的针刺手法可以调节十二经脉的气血运行，气血运行通常则可完成

正常的生理活动，调整阴阳，调整机体虚实以抵御外邪侵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3.2.1. 远道刺 
远道刺[13]以现代医学解释为上病取下，下病取上，本病病机为心肾不交，取手少阴心经穴以降心火，

心火得降则水可济火，取足少阴肾经穴以滋肾阴，阴液足可上滋心阴，如此上下取穴以滋阴降火，调节

心肾功能，为现代针灸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提供治疗思路。 

3.2.2. 经刺 
十二经脉、任脉、督脉上的腧穴为经穴，是隶属全身的主要组成部分，可沟通脏腑，治疗本经及所

属经络的疾病，当人体阴阳失调，气血紊乱患病时，针灸经穴则可调节十二经脉气血以平衡阴阳，正气

盛而邪不可干也。 

3.2.3. 输刺 
九刺[14]的一种，针刺激四肢的井、荥、俞、经、合等穴位和背部的脏腧穴以治疗疾病的方法。五输

穴[15]是十二经脉中分布在肘膝关节以下的穴位，按照井、荥、俞、经、合的顺序由四肢末端向近端依次

排序，其中井穴是经气所出部位，多位于手足末端，用于治疗神志类疾病；荥穴是经气流行的部位，多

位于掌指关节或者跖趾关节之前，多用于治疗热病；输穴是经气渐渐充盛，彼此汇聚的地方，位于掌指

关节或者跖趾关节之后，多用于治疗关节痛等疾病；经穴位于腕踝关节以上，是经气流注旺盛的部位，

多用于治疗咳喘等气血运行逆乱的疾病；合穴位于肘膝关节附近，经气由此汇集深入流向机体深处即脏

腑，多用于治疗五脏六腑的疾病。当心肾不交引起失眠时，症见失眠、心悸多梦、心烦、头晕耳鸣、腰

膝酸软、潮热盗汗等阴虚火旺之证，针刺治疗可选取井穴以调节初入人体的经气，以缓解心烦多梦等症

状；选取手少阴心经荥穴以减少心经经气的流入，泻心经之火以济肾水；选取手少阴心经和足少阴肾经

的合穴以调整汇入脏腑的经气，滋肾阴降心火以平衡经气，调节气血，使水火既济以交通心肾。而背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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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是脏腑之气输注于背部的腧穴，用于诊断和治疗相应脏腑的疾病，以及与脏腑有关的五官九窍、皮肉

筋骨等病症。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时可以选取心俞以泻心火，安心神，选取肾俞以滋肾阴，上濡清窍，

对症治疗。 

4. 结语 

如今失眠患者群体多，或是频繁持久的难以入睡，或是睡眠周期短，醒后难以继续睡眠，或是睡眠

浅易惊醒，长期反复的睡眠障碍加上白日工作生活压力，给大多数失眠患者造成巨大的困扰。西医学多

用抗焦虑、镇静催眠、抑制中枢神经兴奋类药物如苯二氮卓类受体激动剂、褪黑素受体激动剂等治疗失

眠，虽然短时间见效，但长此以往会引起患者对药物的依赖性，并且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如嗜睡、头晕、

精神衰弱等症状会持续，以此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及工作，可见长期口服西药法并不可取。中医治疗包括

中药、常规针刺、火针疗法、特种针刺疗法、埋线疗法等方法治疗，对于失眠这种非器质且体征症状明

显的疾病，用特色针法疗效佳，副作用小，调节全身气血，平衡阴阳，不仅可以改善睡眠状况，还可以

减轻躯体症状，临床应用十分广泛。本文论述心肾不交型失眠的现代和古代特色针刺疗法的临床研究进

展，不同理论的选穴方法对于调节气血，交通心肾，平衡阴阳均有显著的临床疗效。而随着现代医学的

飞速发展，医者将现代医学和中医理论相结合，灵活取穴，中西医联合治疗，相信会在未来治疗失眠这

类疑难杂症上会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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