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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香是河北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有着 40 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医德高尚。笔者于随师

学习期间，观其学术思想，始终遵循“治病必求其本”
之旨。现结合病案 3 则，总结李教授治疗失眠的经验。
1 病因病机

李教授认为，失眠的发生病因虽多，但以情志、
饮食或气血亏虚等内伤病因居多，由这些病因引起

心、肝、胆、脾、胃、肾的脏腑阴阳失调，气血失

和，营卫不调，阳不入阴，则夜寐不安。临床上比较

常见的失眠证型有心脾血虚、胃失和降、肝郁胆虚、
肾阴亏虚等。《内经》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交泰，起居有常。阴阳不交是失眠病机的纲领，

如《素问·病能论》曰：“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

……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

病也。”认为“寐、寤”是人体营卫之气顺应自然界

昼夜变化的结果。即卫气“昼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

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脏”，正是营卫相互协调，实

现脏腑安和，目瞑而寐。又 《灵枢·邪客》 指出：

“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

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满，不

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可见，阴阳失调是失

眠的主要病机。
2 治则治法

调理脏腑阴阳，虚者补之，实者泄之。心脾血

虚型则健脾益气，养心安神，药用归脾汤加减。胃

失和降型则用四磨饮加减。肝郁胆虚型则疏肝解郁，

药用逍遥散、温胆汤加减。肾阴亏虚型药用黄连阿

胶汤加减，并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将“安神定志”
之法贯穿始终。
3 病案举例

例 1：李某，男，47 岁，公安干部。2013 年 6

月 9 日初诊。主诉：失眠伴头痛 6 月。半年前因喝

酒诱发头痛、失眠，曾口服“右佐匹克隆”等药无

效。现头胀痛、失眠、每晚只睡 4~5 h，入睡困难，

伴肝区疼痛，纳差，恶心胃胀，大便稀，每天 1～2

次，舌淡红、苔根白腻，脉弦细滑。证属肝脾不和，

痰热内扰。治以疏肝健脾，温胆和胃。处方：柴胡、
远志、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炙甘草各 10 g，

当归、炒白术、鸡内金、石菖蒲、清半夏、竹茹、枳

壳各 12 g，白芍、茯苓、合欢皮、夜交藤、金钱草

各 15 g，7 剂。6 月 16 日二诊：患者服药后诸症好

转，但仍头痛，入睡困难，醒后不易再入睡，夜寐多

梦；6 月 15 日起胸闷、发堵，吐白痰，舌淡、苔黄，

脉弦。上方去鸡内金，加白豆蔻(包)15 g，木香、竹

叶各 10 g，生龙骨、生牡蛎各 20 g，7 剂。6 月 23

日三诊：患者自述睡眠较以前明显好转，头痛减轻，

次数减少，肝区疼痛大减，纳差，大便稀，每天 1

次，舌淡红、苔根白厚，脉弦。上方去枳壳、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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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竹叶，加炒薏苡仁、炒山药、佛手、香橼各

15 g。继服 14 剂，诸症消失。
例 2：史某，男，46 岁，农民。2013 年 8 月 11

日初诊。主诉：失眠 20 年，伴胃胀胃痛、便秘。患

者于 20 年前因大量食肉后胃胀胃痛，时轻时重持续

至今，冬天加重。平素入睡困难，每晚需口服安定

2～10 片，夜间醒后不易再睡；纳可，大便干结，每

天需口服果导片、麻仁滋脾丸等药物方能大便，面色

无华，舌淡红、苔中白腻，脉细。辨证：食积便秘。
治法：消食化积，和胃安神。处方：四磨饮加减，枳

壳、焦槟榔、当归、麦冬各 12 g，炒莱菔子、生白

术、茯苓、黄精、玉竹、石斛、石菖蒲、合欢皮、夜

交藤、生首乌、鸡内金各 15 g，青皮、陈皮、焦神

曲、焦山楂、焦麦芽、远志、木香各 10 g，酒大黄

7 g，7 剂。8 月 18 日二诊：患者服药后诸症好转，

但仍胃胀、入睡困难、便秘，舌淡、苔白稍厚，脉弦

细。上方加生龙骨、生牡蛎各 30 g，柏子仁 15 g，

生大黄 10 g，芒硝 3 g。三诊：服药后诸症消失，大

便日 3 次。上方去芒硝、生龙骨、生牡蛎。继服 14

剂巩固疗效。
例 3：田某，女，23 岁，学生。2012 年 10 月

12 日初诊。主诉：失眠 2 周，月经先期 2 月。患者

因考研每天学习 15 h 左右，2 周前头晕，偶尔心慌，

乏力，入睡困难，多梦易醒，醒后不易再睡，纳差，

面色暗无光泽，月经 20 日一行，经量少，舌质淡、
苔薄，脉细。辨证：心脾两虚，气血不足。治法：健

脾养心，补益气血。方用归脾汤加减，处方：炒白

术、茯神、黄芪、龙眼肉、酸枣仁、党参、当归、石

菖蒲、柏子仁各 15 g，木香、远志、麦冬、五味子、
炙甘草各 10 g。10 月 19 日二诊：患者服上方 7 剂

后诸症好转，舌淡红、苔薄，脉细。继服上方 7 剂，

经期加失笑散。三诊，患者诸症消失。
按：上述 3则医案均为失眠症，李教授采用不同

的治疗方法，结果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例 1患者李
某，头痛、失眠半年。半年前患者因心情不佳而喝酒
致肝区不适、疼痛，肝功、乙肝五项检查均正常。肝
为将军之官，其在五行属木，性喜条达，主藏血，体
阴而用阳。若情志抑郁，所愿不遂，肝木不能条达，
以致肝气郁结。肝气不舒，肝体失柔，致气滞血瘀，
两胁作痛；肝郁血虚则头痛；肝木为病易于传脾，脾

虚失运，聚湿成痰，肝郁日久化火，致痰热内扰；胆
失疏泄，少阳气郁，影响营卫阴阳的正常运行，阳不
能入阴则失眠。故从肝论治，用逍遥散合温胆汤，以
疏肝温胆和胃为主。药用柴胡疏肝解郁，使肝木得以
条达，当归、白芍养血柔肝共为主药；白术、茯苓、
甘草健脾益气，实土以御木侮，与主药合用，以调和
肝脾；半夏祛湿化痰，竹茹清热祛痰，石菖蒲、远
志、合欢皮、夜交藤祛痰以安神，生龙牡重镇安神。
白豆蔻祛湿健脾，木香醒脾，竹叶利尿使湿从小便而
去，诸药合用头痛、失眠诸症消失。
例 2系食积不化、脾胃虚损所致。另“脾为后天

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虚气血生化无源，血不能
养心，继则入睡困难，以致靠服 2～10多片安定方能
睡 4～5 h。故治以消食化积、和胃安神为主，药用槟
榔、枳壳调畅气机，以通腑为主；党参、白术健脾益
气；山楂、焦神曲、焦麦芽、鸡内金消食导滞；玉
竹、石斛、黄精养胃为辅；生何首乌、酒大黄、芒硝
通便，青皮、陈皮疏肝理气；石菖蒲、远志、合欢
皮、夜交藤祛痰以安神，生龙骨、生牡蛎重镇安神；
白豆蔻祛湿健脾，木香醒脾，竹叶利尿使湿从小便而
去，诸药相合，共奏消食通腑、健脾安神之用。

例 3患者田某因考研每天学习时间长，思虑过
度，损伤心脾。心藏神，脾统血，脾胃为气血生化
之源，脾虚则气血化源不足，心神失养，致心神不安
而失眠。正如《景岳全书·不寐》云：“血虚则无以
养心，心虚则神不守舍。”故心脾两虚致心血虚不能
藏神则失眠，心悸，头晕。脾虚不能统血，则月经先
期，心脾两虚，气血不足，致月经量少，舌质淡、苔
薄，脉细，亦主气血不足。故治以补脾益气，养心安
神为主，药用黄芪、党参、白术补脾益气；当归、龙
眼肉、茯神补血养心；酸枣仁、远志、石菖蒲、柏子
仁宁心安神；麦冬清心育阴，五味子敛心气；木香理
气醒脾，且防诸益气养血之品甘壅之弊，诸药合用，
共奏补气健脾养心安神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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