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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

康，甚至危及生命。现代医学治疗主要是药物治疗和心理疗

法，但西药治疗有一定缺陷，破坏正常的睡眠 - 觉醒周期、
日间困倦等残留效应，且容易加重老年痴呆等不良反应。中

医药治疗失眠历史悠久，本病当归属于中医学不寐范畴，

《伤寒论》、《金匮要略》更是创立了千古名方，笔者就运用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酸枣仁汤治疗虚热性老年失眠患者作一浅

谈如下。
1 《内经》对老年失眠的病机探讨

《内经》认为，睡眠是阴阳之气互相潜藏出入的过程，与

人体的卫气循行和昼夜节律的阴阳盛衰有密切的关系。其核心

思想大概有以下 3 条：①阴阳消长是昼夜节律的本质。《内

经》认为，昼夜节律的变化正是阴阳消长的结果，《素问·生

气通天论》云：“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

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金匮真言

论》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

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

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一日之间的

天地阴阳盛衰消长产生了昼夜、晨昏变化，而天人相应，一日

的人体阴阳消长出入产生了“寐”和“寤”的转换。对于老年

人，阴阳失衡尤为突出，阴气衰则阳气偏亢。如《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云：“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后世

医家对此多有发挥，清·林佩琴在《类证治裁·不寐论治》 [1]中

云：“阳气自动而之静，则寐；阴气自静而之动，则寤；不寐

者，病在阳不交阴也。”叶天士亦认为：“不寐之故，虽非一

种，总是阳不交阴所致”[2]。人的正常睡眠是阴阳之气自然而

有规律转化的结果，阴阳失调是失眠发生的关键。②营卫循行

是正常睡眠节律的基础。正常人体营气运行于脉内，卫气入于

里循于阴经和五脏二十五周，卫气与营气阴阳相会，入卧而睡

眠，正如《灵枢·营卫生会》曰：“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

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

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

止……日中而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

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

已，与天地同纪。”由此可见，卫气在人体阴阳规律出入，产

生了昼夜节律，这与阴阳消长之昼夜节律保持一致。又如《灵

枢·口问》所云：“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

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盛

则寤矣”。阴阳消长是睡眠 - 觉醒周期规律的最本质机理。卫

气这种有规律的行阳入阴，与自然界的昼夜变化相一致，形成

了人体正常的作息机制。其实营卫是阴阳的体现，阴阳是营卫

性质的概括，并非存在有本质的差别。卫气循行应有规律，如

果循行失常，则导致不寐。如《灵枢·邪客》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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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及《灵枢·大惑论》云：

“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

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也”，可谓一语中的。
《内经》认为，营气亏虚，则卫气循行失常，导致老年人睡眠

障碍。《灵枢·营卫生会》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

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

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

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由此可见，“昼不精，夜不瞑”乃

《内经》对老年人睡眠障碍最精辟的概述。所以，睡眠一觉醒

周期性节律节律紊乱，阴不敛阳，阳不入阴，与自然界昼夜节

律失同步，故而患者入夜反感精神亢奋、烦躁不安、辗转反

侧，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安定的睡眠，而白天又常感精神倦

怠、思维迟钝、头晕、疲乏无力，甚至难应对正常工作和学习

等。③调和阴阳是治疗不寐之大法。如《素问·生气通天论》
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

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强调调和阴阳的重要性。具体治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酸枣仁汤治疗虚热性老年失眠浅谈

高积慧，江建锋，张晓江

湖南省中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5

［关键词］失眠；老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酸枣仁汤
［中图分类号］ R256.2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4） 12-0250-02

DOI：10.13457/j.cnki.jncm.2014.12.117

250· ·

C M Y K



新中医 2014 年 12 月第 46 卷第 12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December 2014 Vol.46 No.12

疗药物在《灵枢·邪客》载：“目不瞑……治之奈何？补其不

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

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

阴阳和得者也。”此方被后世医家发挥，治疗失眠单味半夏即

可取效。
2 方义分析

张仲景乃《内经》的践行者。《伤寒论》虽未将不寐列为

一个单独的疾病来论述，但其对不寐、不得眠制方规律无一不

体现调和阴阳的思想。《伤寒论·太阳病》第 107 条：“伤寒

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

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该方由小柴胡汤加龙骨

牡蛎而成。小柴胡汤为调和阴阳之千古名方，里面即含 《内

经》列出之半夏，加以龙骨、牡蛎收敛镇静，使外浮之阳气回

归阴分，故能使人安睡。酸枣仁汤出自于《金匮要略·血痹虚

劳病脉证并治》：“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对于酸

枣仁的功效，近代大部分医家认为其“养肝血，清肝热，安心

神”[3]。然结合临床所见，笔者认为，酸枣仁汤中君药为酸枣

仁，因其酸收之性，为收纳阳气回归阴分之中，而使阴阳调

和，睡眠正常。
笔者在临床中喜欢将二方合用略作加减。基本处方为：柴

胡、黄芩、法半夏、党参、酸枣仁、知母、川芎、茯苓、龙

骨、牡蛎、大枣、炙甘草。方中柴胡合半夏调和表里阴阳，合

黄芩、知母清里热，酸枣仁收敛心神，茯苓健脾养心安神，川

芎疏肝理气活血，龙骨、牡蛎敛阴潜阳，镇静安神，大枣、
炙甘草调中补虚。诸药合用，共奏调和阴阳，镇静安神之

功。临床根据患者症状，适当加减，如偏阳虚者，可加桂

枝，偏热结者可加大黄，郁症较重者可加合欢花，痰热加重

者可合温胆汤等。
现代研究表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延长电刺激围绝经

期大鼠的慢波睡眠深睡期，而对慢波睡眠浅睡期和快速眼球运

动睡眠无明显影响[4]。酸枣仁汤亦对电刺激所致失眠大鼠的睡

眠周期有影响，且随着剂量的变化作用不同：低剂量酸枣仁汤

对失眠大鼠慢波睡眠时相有显著延长作用，对慢波睡眠深睡期

没有明显影响；中剂量酸枣仁汤能明显延长失眠大鼠慢波睡眠

浅睡期和慢波睡眠深睡期；高剂量酸枣仁汤对失眠大鼠慢波睡

眠深睡期有显著延长作用[5]。
3 病案举隅

例 1：牛某，女，63 岁，医院退休职工。就诊于 2009 年

8 月 8 日。主诉：夜不能寐，腹胀纳差 3 年余。自 3 年前退休

以来即入睡困难，严重时夜不合眼，目前每晚服用艾司唑仑 2

片以维持浅睡眠 3～4 h。日间则困倦乏力，伴有腹胀，纳呆，

口干口苦，饮水不多，时觉干呕。大便不畅，小便常短黄。既

往有高脂血症病史，形体偏胖。暗红舌、舌体胖大、边有齿

痕、薄黄苔稍腻，脉弦滑。辨证为痰热内蕴，阴阳失和。治以

化痰清热，调和阴阳。处方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温胆酸枣仁

汤化裁：柴胡、法半夏、甘草、川芎各 6 g，黄芩 5 g，黄连

3 g，陈皮 9 g，竹茹、枳实、知母各 10 g，薏苡仁、酸枣仁

各 30 g，党参、茯苓、合欢花各 15 g，生龙骨(先煎)、生牡蛎

(先煎)各 25 g，生姜 3 片，大枣 8 个。服上方 1 剂后，即当晚

睡眠明显改善，能深睡 5 h。连服 3 剂，将艾司唑仑减至每晚

1 mg，仍觉睡眠可，日间觉神清气爽。以后间断服用 20 剂，

逐渐停用艾司唑仑。随访 2 年，现已停药，睡眠恢复正常。
例 2：米某，女，58 岁，农民。就诊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主诉：失眠多梦 1 年余。夜间入睡困难有 1 年之久，夜

间仅能浅睡 3～4 h。伴多梦纷纭、焦躁不安，白天觉困倦乏

力，不能集中精力。偶觉口苦，纳尚可，口干饮水不多，大小

便正常。舌淡红、薄白苔、舌尖红，脉弦。辨证为阴虚阳亢，

虚热扰神。治以滋阴潜阳，清热安神。处方以柴胡加龙骨牡蛎

合酸枣仁汤化裁：柴胡、黄芩、川芎、法半夏、甘草各 6 g，

黄连 3 g，酸枣仁 30 g，知母 10 g，党参、茯苓、合欢花、夜

交藤各 15 g，生龙骨(先煎)、生牡蛎(先煎)各 25 g，生姜 3 片，

大枣 8 个。服上方 1 剂后，即当晚睡眠明显改善，能深睡

5 h。连服 5 剂，自觉睡眠质量大为提高，梦减少，日间觉神

清气爽。以后间断服用 30 剂，随访 1 年，现已停药，睡眠基

本正常。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酸枣仁汤治疗老年失眠是笔者在深入

挖掘《内经》及《伤寒论》、《金匮要略》之调和阴阳思想指

导的有效方剂，其临床证明其疗效卓著。但目前对其二方治疗

老年失眠的实验机理研究不多且深度不够，尤其是对人体睡眠

- 觉醒周期极其相关神经递质研究研究甚少。有鉴于此，进一

步研究其治疗机理，拓展应用途径，是今后研究方向，争取让

调和阴阳法治疗老年失眠提升到心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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