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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胃溃疡主要指发生在胃部的慢性溃疡性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临床工作中发现，胃溃疡常合并有

睡眠障碍，致使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本文基于中医对胃溃疡合并失眠的病因病机认识及研究进展，

对本病中医治法进行综述，揭示中医药对该病的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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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ic ulcer mainly refers to a chronic ulcerative disease occurring in the stomach. Its incidence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clinical practi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gastric ulcer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sleep disorders, which seriously reduc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TCM treatment methods for this diseas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gastric ulcer complicated by insomni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vealing the therapeutic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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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胃溃疡是临床上常见消化系统疾病，主要指发生在胃部的慢性溃疡性病变，其特征是黏膜的局限性

组织缺损、炎症与坏死性病变，深达黏膜肌层[1]。其主要症状表现为慢性、周期性、节律性上腹疼痛，

以隐痛、胀痛或灼痛最为常见。胃溃疡的产生与胃酸分泌过多、幽门螺杆菌感染、应激、药物、遗传等多

种因素密切相关。中医称本病为“胃脘痛”、“嘈杂”、“胃疡”、“痞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胃

溃疡作为一个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威胁人类健康，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不小的

经济负担。 
胃溃疡是典型的心身疾病之一[2]。胃溃疡病人的睡眠问题近几年逐渐受到重视，在持续深入的研究

过程中，睡眠质量和心理因素与胃溃疡之间存在的关联逐渐显现。在国际睡眠障碍分类标准里，消化性

溃疡被归类于“与其他疾病相关性睡眠障碍”这一类别[3] [4]，属于睡眠障碍性疾病的范畴。消化性溃疡

病程较长，伤口愈合后也极易反复。病程平均可达 5 年以上，病情严重者甚至可与患者伴随终身。从发

病时间来看，春秋两季是消化性溃疡的高发期。尤其是在晚餐过后，胃酸分泌进入高峰期，此时胃酸对

溃疡面的侵蚀加剧，疼痛也随之愈发严重。这种强烈的疼痛感使得患者难以入睡，进而严重影响睡眠质

量[5] [6]。长期睡眠不足又会进一步影响身体的恢复和抵抗力，形成恶性循环，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极

大的负面影响。 

2. 传统医学对于胃溃疡合并失眠的认识 

在中医学中，胃溃疡合并失眠并没有相对应的病名，归于“胃不和则卧不安”的范畴。《素问·逆调

论篇》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中

医辨证论治认为，胃脘部疼痛兼夜寐不安，多因肝胃不和、脾胃虚弱、宿食积滞、气滞血瘀几个方面所

致[7]。本病病位在胃，与心肝脾三脏关系密切，病理因素多为痰浊、积滞、瘀血。 
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而其升降功能会受肝之疏泄影响。《病因脉治·内伤不得卧》曰：“肝火不

得卧之因，或因恼怒伤肝，肝气怫郁，或尽力谋虑，肝血所伤，则夜卧不宁矣。”患者情绪低、过度焦虑

及愤怒均可致使肝气疏泄功能失调，肝气郁结，横逆犯胃，致气机逆乱，心神受扰，故睡眠不佳；脾胃为

气血生化之源，当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心神失养，营卫运行失常可致寤寐失调；或因患者平素饮

食失节致脾胃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失调，宿食积滞，酿湿生热，痰热蒙蔽心窍，扰动神明；胃溃疡患者病

情反复发作，难以痊愈，脾胃久病，多虚多瘀，气滞血瘀阻络，心神失养而致不宁。四者共同构成“胃不

和，心神不安”的病理链条，体现了脏腑功能失调与心神扰动的密切关联。 

3. 中医治疗 

根据历代医家对“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一理论的理解， 对于胃溃疡并发失眠的治疗积累了独特的经

验。与西药治疗相比，传统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来明确证型，进行辨证施治。其治疗方法丰富多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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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内治和外治等多种疗法进行整体治疗。同时具有副作用较小、安全性高、经济负担轻，并且疗效能

够长期维持的特点。 

3.1. 中医内治法 

临床上发现，该病的症状表现并不都是相同的，往往有一定的差异性。根据症状、舌脉表现，四诊

合参，分析胃溃疡合并失眠患者的病因病机，根据不同的中医证候，分清虚实寒热，对患者进行辨证论

治。近年来，根据临床总结的用药特色及经验，在传统中医学的基础上，临床医家对胃溃疡合并失眠的

治疗进行了创新。沈佳等[8]提出从以胃法为出发点，治疗胃溃疡合并失眠，诸如疏肝和胃、化痰和胃、

消导和胃、益阴和胃等均是临床常用之法，以黄连温胆汤、柴芩温胆汤、益胃汤、二陈平胃等方剂随症

加减。王旭东等[9]对四君子汤治疗脾胃气虚型胃溃疡合并失眠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

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96.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6.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傅芳浩等[10]将 60
例胃溃疡合并失眠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采用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 30 例，采用常规西药联

合给予健脾愈胃汤治疗。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而不良反应发生更低。处理理论方面，中药剂型也进行了创新。相较于传统汤药的剂型，免煎颗

粒因服用、携带便捷，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根据近年来的临床研究结果可得知，中医内治法在治疗胃

溃疡合并失眠有显著的效果。 

3.2. 中医外治法 

耳穴压丸、穴位贴敷、针刺、灸法等作为中医传统治疗方式，其疗效已经在漫长的发展中得到了检

验。近年来各种研究也在不断证实其缓解胃脘疼痛，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方面的有效性。 

3.2.1. 耳穴压丸 
耳穴压丸则通过将王不留行籽粘贴在耳部穴位处，通过对耳部穴位的持续刺激，刺激耳区迷走神经，

改善睡眠障碍，因其操作简便且作用持续，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11] [12]。蔡晶晶等[13]研究显示，

特定耳穴压丸对于治疗胃溃疡合并失眠有明显疗效。选取胃穴、肝穴及神门穴作为耳穴压丸主穴，通过

肝穴疏肝理气的功能，改善两胁胀痛的症状，通过胃穴促胃动力的功能改善胃溃疡所致的胃胀、胃痛症

状，同时，以神门为配穴[14] [15]，通过其安神的功效缓解机体痉挛性疼痛症状，进而改善患者睡眠[16] 
[17]。在临床实际应用中，由于耳穴压丸刺激明显，对于无法长时间耐受疼痛的患者不宜长期使用[18]。 

3.2.2. 穴位贴敷 
穴位贴敷法是一种将药物吸收与经穴刺激相结合的常用中医外治法。通过将中药粉末调制为糊状

贴敷在人体穴位的方式，使药物经皮肤渗透吸收，发挥其药理作用；与此同时，穴位受到刺激，激发人

体经络气血的运行。是一种操作方便、副反应少、疗效显著以及更为患者接受的治疗方法。对于某些肝

肾功能受损且不能接受口服中药的患者，通过经皮吸收的方式，穴位贴敷有效避开口服药物所必须经

过的肝肾代谢和胃肠道灭活，不仅降低了药物副反应对肝肾功能的损害，还能提高血药浓度[19]。高淑

娟等[20]人的研究表明，选取对中脘、足三里和神阙三个穴位进行贴敷治疗，对胃溃疡患者症状改善有

明显疗效。中脘和足三里两个穴位相配，是胃脘疼痛的常用穴位，对胃脘疼痛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神阙

穴位置特殊，因其在脐部，上接中焦，又为邻近肠胃位置的下焦枢纽，故多用于胃肠病的治疗[21]。经

研究发现，特殊的脐部结构对药物吸收更为有利，是点穴贴敷疗法在点穴选择上的独到之处。诸穴合

用，能调和气胃，对粘膜损伤有修复作用，对溃疡愈合有促进作用。由此可知，穴位贴敷治疗胃溃疡合

并失眠有明显疗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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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针刺 
针刺治疗通过刺激人体穴位，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常与艾灸连用，在临床运用中起到明显的疗效

[23]。关瀚宇[24]将 28 只雄性 SD 大鼠分为模型组、空白组、针刺组、药物组，研究表明针刺“中脘”、

“足三里”能通过提高溃疡抑制率的方式使溃疡面积缩小，从而保护胃黏膜，对于改善睡眠质量。马佳

佳[25]等研究表明，针刺能调节脑肠轴，通过增加中枢和外周生长抑素、褪黑素含量，降低中枢和外周胃

泌素含量的方式恢复神经内分泌系统动态平衡，对于胃溃疡有一定的效果。临床上针刺通常与灸法联合

运用，然而针刺也有其局限性，可能存在断针、弯针、晕针等医疗风险，低龄患者医从性不高，以及留针

期间影响其他治疗操作等，使患者无法长期坚持针刺治疗，达不到期望的疗效。 

3.2.4. 艾灸 
艾灸作为传统中医外治法，在临床应用广泛，通过艾热精准刺激特定穴位，借此激发人体经气，调

节紊乱的生理功能，使之重归平衡，进而实现防治疾病的目标。该疗法很少单独用于治疗胃溃疡合并失

眠，常与针灸、穴位贴敷治疗等联合使用。何其达等[26]将 72 只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胃经穴

位组和非经穴位组，胃经穴位组选取“梁门”及“足三里”进行干预，实验结果表明在对“足三里”及

“梁门”进行艾灸后，大鼠的焦虑、疼痛感明显减轻，且大鼠胃黏膜病理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增殖和修复

趋势，部分在 1 周后基本自愈或恢复正常，这表明艾灸对于溃疡症状改善能起到一定效果。 

4. 结语 

总结而言，围绕“胃不和则卧不安”理论，历代医家从多方面阐释其病因病机，揭示躯体与情志症

状交织的内在联系，对胃溃疡合并失眠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临床实践中，研究者们将中医治法灵活

运用，通过临床试验探索其作用机制，充分证明了中医治法的有效性，展现了中医对该病的治疗价值。

同时，中医治疗也存在其局限性，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一些治疗方式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展望

未来，期望能进一步探究中医治疗该病的作用机制，开展更多临床研究，提供更坚实的科学理论依据，

从而推动中医传统医学在治疗该病的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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