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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患者的特定穴位，起到改善失眠患者睡眠状况的作用。
5.1 天灸的方法与药物 天灸疗法是将某些较强刺激性药物

涂在施灸部位，后出现皮肤发泡的治疗方法，临床又称发泡

灸。天灸是通过药物和经络腧穴协同作用下治疗疾病的。传统

的天灸散中含有白芥子、细辛、甘遂、延胡索等辛温发散药

物，具有抗菌、抗病毒，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作用，药物的强刺

激可使皮肤发生无菌性渗出性炎症反应，继而引起局部皮肤细

胞膜蛋白质可逆性结构变化，形成疏松组织，增加皮肤渗透

性，从而增加药物有效成分的渗入。
5.2 岭南传统天灸 2号方方解 岭南传统天灸 2 号方是以天

灸散合交泰丸为主配方。实验研究发现[4]，交泰丸治疗失眠的

作用机制可能是与其通过调节 HPA 轴反馈与负反馈的过程有

关。与 HPA 轴 相 关 的 调 节 因 子 包 括 下 丘 脑 分 泌 的 CRF、
ACTH 及 CORT。作为神经递质的 CRF 可调控蓝斑核 NE 系统

与背缝核 5-HT 系统活性；另外，CRF 作用于其受体，调控

HPA 的功能。NE、5-HT 含量过低及其受体功能低下可引起

失眠。HPA 轴与单胺类神经递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

HPA 轴影响失眠发病过程的重要机制。
5.3 岭南传统天灸 2号方对失眠的作用 经临床研究发现[5]，

天灸疗法适应病种较多，其中包含治疗失眠症，岭南天灸 2

号方作为天灸疗法治疗失眠的主方之一，其临床疗效显著。穴

位不仅能反映各脏腑生理病理机能，同时也是治疗五脏六腑疾

病的有效靶点。天灸可通过刺激体表皮部，通过经脉传导，改

善经络气血运行，有效调整脏腑平衡。据数据统计[6]，针灸治

疗失眠常用穴位分别为肝郁化火型：太冲、神门、行间、安

眠、肝俞；阴虚火旺型：太溪、神门、三阴交、肾俞、内关、
心俞；心脾两虚型：神门、三阴交、心俞、脾俞、足三里、内

关、安眠；心虚胆怯型：神门、胆俞、心俞、三阴交、安眠、
大陵；痰热内扰型：丰隆、神门、三阴交、内庭、中脘、安

眠。本研究选取心俞、肝俞、脾俞、肾俞、涌泉，涵盖多种证

型治疗处方。本研究结果示，岭南传统天灸 2 号方贴于心俞、

肝俞、脾俞、肾俞、涌泉可改善患者的失眠。观察组在睡眠质

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等 3 个测量维度得分改善情况优于

对照组。随访结束时观察组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等 3 个测量维度得分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5.4 天灸护理对失眠患者的作用 对患者讲解天灸治疗失眠

的效果，鼓励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使其情绪稳定，积极配

合治疗；指导患者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坚持体育锻炼；适当参

加文娱活动，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和疗效的巩固。交代患者天灸

注意事项、饮食宜忌。患者能按疗程坚持治疗，仅有 1 例患

者发生皮肤起水泡的情况，经处理，水泡也很快消退，无影响

后续的治疗，护理措施实施为今后的天灸有效护理模式建立奠

定了基础，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治疗依

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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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探讨邓铁涛学术思想及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在中医临床的应用，充分发挥国医大师学术思想对中医药临床的指导作用，普及五脏

相关理论，由广东省中医药局、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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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三、重要事宜 （一） 研讨会动态请留意网站 http://www.gztcm.com.cn/denglao。（二） 参会代表免收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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