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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门、内关、照海、太溪是常用穴位

神门、内关、照海、太溪是“泻南补北法”治疗围绝经期

心肾不交型失眠的主穴，在临床上使用广泛。针灸治疗失眠治

则主要为调和营卫、补虚泻实，使阴阳平衡。神门是手少阴心

经的输穴，心之原穴。“心藏神，主神明”，神门为“循经所

过，主治所及”的穴位，五脏有疾取之原，神门主要治疗与心

有关的神志疾病，包括失眠、健忘、多梦等，起到直接调心神

的作用。照海穴又称阴跷、漏阴，为足少阴肾经穴。主治咽喉

干燥、痫证、失眠、嗜卧。内关，为手厥阴心包经络穴，内通

于阴维脉，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阴维有维系诸阴经的作用，可

滋阴清火、交通心肾。太溪穴，出自《灵枢·本输》，“内踩之

后，跟骨之上，陷者中也”，别名吕细(《针灸大成》)，太溪是

足少阴肾经的原穴和输穴，总之，太溪穴长于滋阴补肾、通调

三焦，常用于治疗阴虚之消渴、咳血、失眠、腰酸、妇女不

孕、月经不调、绝经前后诸症等。针刺神门、内关、照海、太

溪可调节 5- HT、NA，周艳丽[8]将 70 只大鼠随机分为 7 组：

模型对照组、空白对照组、神门组、内关组、三阴交组、足三

里组、申脉照海组，各治疗组针刺相应腧穴，结果发现针刺各

组大鼠脑内 5- HT免疫阳性细胞数量明显增多，对失眠大鼠的

睡眠具有明显的良性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针灸泻南补北法治疗围绝经期心肾不交型失眠

主要是通过调节脑内 5- HT 和 NA 的含量及调节围绝经期患者

的昼夜节律，达到调整睡眠的目的。针灸治疗围绝经期心肾不

交型失眠安全有效，简便易行，与药物相比没有形成依赖或产

生用药后戒断综合征的不良反应，还可宁心安神、调和阴阳，

因此应加强“泻南补北法”在针灸治疗围绝经期心肾不交型失

眠中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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