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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症是指患者睡眠时间和(或)睡眠质量不满足并影响白

天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其临床表现可分为初段失眠(入

睡困难)、中段失眠(睡眠浅、易醒)、末段失眠(早醒)和睡眠质

量差(多梦、睡眠感缺乏)。失眠症是现当今社会的常见病症，

发病率逐年上升，且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我国成人失眠症的发生率高达 38.2% [1]，严重影响了人们

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目前针对失眠的治疗大多采用药物疗

法，西医常用镇静催眠类药物治疗，易引起头晕、嗜睡、戒断

症状等副作用，长期应用易形成耐药，并使患者产生依赖性，

远期疗效不理想[2]。
刘凤斌教授是全国第二届百名杰出青年中医，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科主任，在长年的临床诊疗、理论研究

和教学过程中，时刻遵循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治疗方

式。胃心相关失眠症，即因脾胃病引起的失眠症，《素问·递

调论》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已指出胃心相关失眠症的发

病机制。刘教授在治疗上强调不仅要掌握该类型失眠症的发病

机制，更要了解它传变和转归的特殊规律，刘教授治疗胃心相

关失眠症的方法多样，通过经络与药物疗法的灵活运用，对不

同体质类型的失眠症有独到见解。刘教授认为中医治疗失眠的

优势在于针对患者失衡体质进行长期调理，使机体阴阳恢复平

衡，更能体现“治病求本”和“整体治疗”的原则。笔者有幸

整理其治疗胃心相关型失眠的经验，简介如下。
1 胃心相关失眠的发病机制

1.1 五脏相关论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提出“五脏相关学

说”，认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于脏象学说，五行的中

心实体是五脏，但今天如仍沿用五行理论，受其框架的束缚，

临床上难免存在着名实不符、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缺陷。邓铁

涛教授认为，应该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

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

防等方面，都可概括于五者之中，并在医疗实践中起到指导作

用，从临床角度出发，用“五脏相关”这个学术名词较为合

适。刘教授受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五脏相关理论的影响，认为

脾胃运化失常，一方面引起心失所养，进一步影响心主神明和

血脉的功能；另一方面，脾胃运化失常可导致痰湿、水饮留聚

扰心，影响心神功能，必使机体处于阴阳失和的状态，引起失

眠。《类证治裁·不寐》中云：“思虑伤脾，脾血亏损，经年

不寐”，已明确指出思虑过度，损伤脾胃，化源不足，营血衰

少，脾与胃互为表里，胃受纳腐熟无力，血不荣心，神不守

舍，长期以往，导致失眠。若胃气调和，升降有序，气血化生

有源，营卫循其常度，阴阳相和，则自神安夜眠。
1.2 经络相通论 《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太阴所谓上走

心为噫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于心，故曰上走心为

噫也”，明确指出了脾胃与心在经络气机运行上的相关性。
《灵枢·经脉》中记载，“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入

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

从胃别上膈，注心中。”刘教授在治疗脾胃病患者伴见失眠症

时，多注重中药内服和穴位外敷(舒降散：肉桂、黄连、黄柏

等组成)相结合。刘教授善于运用不同类型的引经药，使脾气

得升，胃气得降，他认为本病的发病多与经络气机逆乱有关，

经络气机逆乱，使得阳不入阴，在脾胃病伴发的失眠症中，即

足阳明胃经不得入于手少阴心经，刘教授常嘱病人在足底贴敷

“舒降散”，使阴阳之气得以相互交济。
2 胃心相关之失眠症分型辨治

刘教授通过长期观察门诊患者的临床症状总结发现，失眠

症是脾胃病最常见的伴随症状之一，最主要的直接因素就是现

代生活方式改变、社会压力、情绪和饮食结构等变化，引起机

体脾胃肠道功能的紊乱，脾胃病长期反复发作，缠绵不愈，从

而引起患者精神、心理变化，出现抑郁和焦虑状态，导致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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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而失眠又进一步加重脾胃病症状，形成恶性循环。诸多中

医经典失眠学说如“阴阳说”“神主说”“气血说”“营卫

说”等与中医的“胃”都有密切的联系[3]。刘教授根据五脏相

关论，结合岭南本地气候及水土特点，将脾胃病伴失眠症的患

者分为 4 种证型辨治。
肝胃不和证：症见胃脘胀满，攻撑作痛，连及两胁，嗳气

频繁，发病多与情志不疏有关，伴见失眠，以入睡困难为主，

睡眠质量差，舌边红、苔薄白，脉沉弦。治以疏肝和胃，降气

安神为主，方选柴胡疏肝散加减。方中白芍养肝敛阴，和胃止

痛，与柴胡相伍，一收一散，助柴胡疏肝，相辅相成共为主

药。配臣药枳实调理肝胃气机，苏梗、半夏宽胸，畅通郁积之

气，生麦芽疏肝而不劫肝阴。在此基础上，适当配以养心安神

的药物，如牡蛎、夜交藤、合欢花等，缓解患者入睡困难的症

状。刘教授认为本型多因情绪不畅与饮食不节引起，发作期往

往较短，嘱病人首先要忌口，避免进食生冷刺激、过甜及产气

过多的食物；其次，嘱患者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态，

“胃病三分治，七分养”是刘教授常叮嘱患者铭记在心的话语。
湿热内扰证：症见胃脘胀痛明显，嗳气，嘈杂，口中黏

腻，口苦，纳差，大便不畅，伴睡眠质量差，眠而不酣，醒后

头身困重，舌质稍红、苔黄厚腻，脉滑数。刘教授认为广东地

属岭南，处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湿热，故人体体质也偏于湿

热，加之饮食不节，湿热蕴结，聚津成痰，痰热内扰心神则伴

发失眠，治以清热泄浊，方以清中汤加减。方中黄芩、栀子清

热化湿(以黄芩代黄连，避免中药口感影响患者依从性)，半

夏、茯苓、草豆蔻健脾祛湿，陈皮、甘草理气和胃，常加用岭

南习药布渣叶，清热化湿导滞，蒲公英善清胃与大肠湿热，泻

火而不损脾土，长期服用也无碍脾胃。
胃阴亏耗证：症见胃痛隐隐，烦渴思饮，口干舌燥，胃中

嘈杂灼热，嗳气，伴见睡眠不安，该型失眠多表现为入睡困

难，眠后易醒，多因胃脘不适而醒，舌红、苔少津干，脉细

数。治法滋阴益胃，方以四君子合益胃汤加减。方中四君子汤

健脾益气，用太子参代替党参，太子参补气生津、益气养阴，

平补而无温燥之嫌，重视平淡之中见神奇，在此基础上加入益

胃汤益胃生津。刘教授认为胃阴亏耗之失眠症，多为阳明温病

损耗上焦及中焦之阴，为防止其下传之势，故酌量加入桑椹子

滋养肾阴，栀子引热下行，亦可调整阳盛阴衰、胃阴亏耗之失

眠症。
心脾两虚证：症见胃痛隐隐，面色萎黄，食少体倦，伴见

入睡困难，健忘不眠，睡眠质量浅，醒后不易再入睡，舌质

淡、苔薄白，脉细缓。治以补脾养心，方以归脾汤加减。方中

以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甘温之品益气生血，使气旺而血

生；当归、龙眼肉甘温补血养心。针对此处伴见的失眠症，多

加用茯神、酸枣仁、远志、夜交藤宁心安神。刘教授认为岭南

地区用药，不可一味用益气补血之药，否则过渡滋腻碍脾，从

而影响中焦运化，故需加用木香、紫苏梗等理气之品，寓在心

脾同补，养心安神。
3 病案举例

李某，男，52 岁，2015 年 4 月 8 日上午初诊。胃脘胀满

不适 1 年，再发 1 周，症见胃脘胀满不适，眠差，早醒，醒

后难以入睡，口中黏腻，纳一般，大便稀溏，不爽，小便可，

舌淡红、苔稍黄厚腻，脉滑。刘教授辨证属湿热内扰型，治以

清热泄浊，健脾祛湿。处方：苍术、茯苓、蒲公英、布渣叶各

15 g，半夏、藿香、草豆蔻(后下)、黄芩、合欢花各 10 g，薏

苡仁、首乌藤各 30 g，陈皮、甘草各 6 g。共 7 剂，每天 1

剂，水煎至 250 mL，饭后温服。治疗 7 天后，患者诉上腹胀

满不适，口中黏腻感明显好转，睡眠改善，但醒后仍然难以入

睡，大便成形，舌暗红、苔薄稍黄，脉弦。辨证为肝胃不和，

处方：柴胡、半夏、紫苏梗、枳壳、蒲公英、合欢花各 10 g，

白芍、生麦芽各 15 g，牡蛎 30 g，浮小麦 60 g，首乌藤 20 g，

甘草 6 g。同时配以“舒降散”加以巩固，经上方治疗 1 周

后，患者各症状均有好转，失眠、胃脘胀满等症状均消失，嘱

以饮食调理，尽量避免辛辣刺激、过酸过甜及容易引起胀气的

食物，配以调息理气之呼吸法，使患者体质逐渐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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