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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脏理论在不寐病中医治疗中的应用探讨
吴晓琪 王 洋▲

摘 要 中医学认为睡眠多受神的主宰，五神不能安舍于五脏可引起不寐病的发生。五神脏理

论的运用开拓了中医治疗不寐病的思路。本文基于五神脏理论探讨中医疗法在不寐病治疗中的应

用，旨在为该病的治疗提供诊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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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病属于现代医学“睡眠障碍”的范畴，临床常

见患者睡眠时间、深度不足[1]，成人患病率可达10%～

15%[2]。长期的睡眠障碍可导致如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衰退、精神萎靡等症状的发生，严重者将影响患

者的日常工作及生活。现代医学认为该病与中枢神

经系统功能失调有关，多使用镇静催眠药治疗，但长

期使用此类药物容易产生依赖性及成瘾性。中医学

五神脏理论的运用开拓了中医治疗不寐病的思路，临

床上基于此理论辨证处方防治该病疗效显著。

1 病名溯源

不寐病最早见于《难经》：“老卧不寐，少寐不寤，

系乎荣卫血气之有余，不足也。”书中将老人“不夜瞑”

释为“卧而不寐”[3]，但并未作为特定病名。东汉时期，

张仲景首次提出“不得眠”，并用其来描述本病相关证

候[4]。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寐”已开始作为独立的病

名出现，《备急千金要方》中“不得眠”“不得卧”的概念

更加贴近“不寐”[5]。宋金元时期，“不寐”“不眠”相关

词语增多，张子和将“不寐”作为独立医案进行记载[6]；

《丹溪手镜》注重厘清“卧”“眠”的不同含义并将其证

候纳入相关条目[7]，冗杂的病名日趋合并。直至明清

时期，“不寐”才作为独立病名逐渐被广泛运用[8]。纵

观中医学发展历程，不同的医家和著作对不寐的病名

认识不尽相同，主要有：目不瞑、不能卧、不得眠、不得

卧、起卧不安、不眠、卧起不安、不得卧寐、卧不能安、

不得睡、卧不安席、眠寐不安、寝卧不安等。

2 从五脏神理论论治

人体之神分属五脏，分为神、魂、魄、意、志五类，

中医学称之为“五神脏”[9]。《黄帝内经太素·五脏精神》

则认为“肝、心、脾、肺、肾，谓之五脏，藏精气也。血、

脉、营、气、精，谓之五精气，舍五神也”，五脏藏精气而

舍五神[10]。《景岳全书·不寐》曰：“神安则寐，神不安则

不寐。”故五脏生理功能受损不藏精气，则五神不能安

舍于五脏从而可引起不寐病的发生，临床上可根据相

关病机选择不同治疗方法。

2. 1 从心论治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统领人

身之神，寤寐有序有赖于心神安定。邪扰心神、心神

失养皆可致心不藏神，患者常以入睡困难，甚则夜不

交睫等为主症。临床多从火热扰心、心气血阴阳不

足，心失所养论治本病。

张志远教授[11]善从火、热治疗不寐病，擅长使用

小陷胸汤加味治疗痰火互结型不寐，大承气汤加味治

疗积热扰神型不寐，黄连阿胶汤、酸枣仁汤、栀子豉汤

化裁出六合回春方治疗心肝阴血虚火旺型不寐。刘

燕池教授[12]推崇朱丹溪“阳常不足，阴常有余”学说，

认为不寐病的关键病机是心阴不足，又因当代失眠患

者常伴有不良生活习惯易致相火妄动、耗伤阴津，故

以“固护阴津”为先，辅以“清脏腑之火”为治疗原则，

善用轻清、质重之安神药相伍以解郁养心安神、重镇

宁心定志。杨文明教授[13]认为火热致病为其主要病

机，辨证核心在于分清火邪虚实。王行宽先生[14]认为

心肺气阴不足可使心神不宁从而导致不寐病的发生，

故以百合地黄汤、酸枣仁汤、柴芩温胆汤化裁创制百

合安神汤治疗此病。

2. 2 从肝论治 肝主疏泄，肝主藏血，一方面肝藏血

功能失调可致阴不制阳，肝阳上亢，魂不守舍或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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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虚，血不养魂；另一方面肝失疏泄，肝气郁滞，内生

痰、瘀、火、热等病理产物，扰乱神明，以生不寐。患者

常以多梦、梦呓、梦游、梦魇等为主症，其临床多从肝

气郁滞、肝血不足论治本病。

葛琳仪教授[15]认为不寐病属本虚标实，以脏腑虚

弱、阴阳失调为本，肝气郁结、痰瘀为患为标，主张治

疗以平调阴阳为基础，通达阴阳之道路，善用癫狂梦

醒汤加减以疏肝活血、化瘀豁痰并行治疗。于志强教

授[16]提出“郁滞论”的学术思想，认为“六郁”（气、血、

痰、火、食、湿郁）皆可致不寐而以气郁为关键，临证诊

疗遵循“宣通郁滞，调气为先”的原则，常用清肝还魂

煎、双夏温胆汤、化瘀还魂煎治疗肝气郁滞兼火、兼

痰、兼瘀所导致的不寐病。姜德友教授[17]认为，顽固

性失眠多归因于“肝病烦心扰神”，以肝血不足、肝阳

上亢、肝气郁结为主要病机。王平教授[18]认为不寐的

关键病因是情志不畅，肝失疏泄使心神不宁，故从心

肝论治，以疏肝解郁为主要治法佐以养心安神之品，

如使用栀子豉汤加入酸枣仁、柴胡、百合、郁金等药治

疗虚烦型不寐，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肝火扰心

所致不寐。

2. 3 从脾论治 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气血生化

之源。脾胃失和则阴阳失交可导致不寐病的发生，患

者常以睡前思虑而寐迟，或寐时腹部不适等为主症，

临床常从脾胃虚弱、中焦失运论治本病。

沈浩等[19]认为五脏皆可致不寐，尤以脾为主。脾

胃虚弱，气血生化无源则心神失养；中焦失运，痰瘀内

生则扰乱心神，故治疗难治性不寐关键在于脾胃，以

健脾益胃、清心泻脾、运脾化湿为主要治法。张敏

等[20]认为不寐以脾郁为本，脾郁可致气机升降出入失

常或气血生化不利，使神失所养，从而导致不寐的发

生，临床以健脾开郁、交通阴阳为基本治法，以归脾汤

为代表方。汤毅教授[21]在不寐病的临床治疗中侧重

调理脾胃以使胃和卧安，对于无脾胃系统症状的不寐

病患者时也常加入适量健脾和胃化湿的药物以调和

脾胃，助营卫二气发挥作用。王瑞昕等[22]通过研究发

现，以脾胃论为指导进行针刺治疗不寐病效果显著，

运用“调理脾胃经验方”的经验穴组起到调和气血阴

阳，恢复脏腑平衡的作用。

2. 4 从肺论治 肺主气之宣发肃降，主气之生成运

行。肺喜润恶燥，肺阴不足不能濡养肺脏，魄不能安

舍。肺主气功能失调可致气机运行不畅，肺脏失润致

营卫不和可影响心神，患者常以眠浅易醒等为主症，

临床多从肺主气功能失常以及肺阴受损论治本病。

刘萍等[23]认为“肺失肃降”是导致不寐病发生发

展的重要环节，肺失肃降可影响营卫运行，使气机运

行失常，五脏关系失衡直接导致不寐，故从他脏论治

本病时应辨证论治，兼顾肺气的肃降。魏小东等[24]根

据肺藏魄理论将肺不藏魂而致不寐归纳为痰湿蕴肺

证、痰瘀阻肺证、肺阴不足证、肺气不足证四种证型，

其基本病机是外邪或内伤使肺生理功能受损而不能

藏魄，应以安肺魄为基础治法。李德新教授[25]多用麦

门冬汤加减治疗因肺疾日久耗伤肺阴所致的不寐病，

并以党参代替人参以顺应肺喜清润的特性。张晓

乐[26]以“五神脏-肺魄”理论为基础，提出加味沙参麦

冬汤以养阴、润肺、理气，顺应“肺为娇脏，喜润恶燥”

的生理特性，符合浅睡型不寐的关键病机，临床配伍

使用可达到魄有所藏，夜能安寐的效果。

2. 5 从肾论治 肾阴是脏腑阴液之本，人体阴液不

足，阴不纳阳所致的不寐病与肾密切相关。肾阴不

足，肾水亏虚，一不能上滋心阴以制心阳，使心火亢盛

扰动神明；二不能滋养肝肾，使肝血不足，肝气失于涵

养而郁结或肝阳失于制约而扰动心神[27]。患者常以

夜寐早寤等为主症，临床常从心、肾或肝、肾论治

本病。

禤国维教授[28]认为肾阴亏虚、心火亢盛的阴阳失

衡是不寐病的病机，临床诊治以“损其有余、补其不

足”为治疗总则，处方常用六味地黄丸合天王补心丹

滋肾阴、养心神。张志远教授[29]认为不寐病的主要发

病因素是心肾不交，水火不济、阴阳失和，临床用药以

泻心火、滋肾水为主。刘祖贻教授[30]认为围绝经期不

寐是以肾精亏虚为本、肝郁为因，从而扰乱心神所导

致，并提出补肾、疏肝、宁心安神为本病主要治法。阮

士怡教授[31]认为肝肾不足是导致不寐病发生的主要

矛盾，劳逸失度、五志过极等是常见的致病因素，治疗

应注重滋补肝肾、固护阴液。田栋等[32]认为肾主气

化、主藏精功能失常可导致痰饮水邪为患，痰饮水邪

扰胃也可导致不寐，强调肾阴在肾主藏精和肾阳在肾

主气化方面的应用。

3 小结与展望

不寐病具有病程长、病情顽固等特点，对患者造

成严重的身心困扰。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节

奏逐渐加快，不寐的发病率逐年增长。中医学认为其

根本病机为阴阳失和、营卫不调，中医五神脏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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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开拓了中医治疗不寐病的思路，基于此理论辨证

防治本病疗效显著，但临床上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常相伍为用，圆机活法。除此之外，中医治疗以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为特色之一，故对不

寐病的治疗应注重预防调护，可从调饮食、慎起居、畅

情志等入手。其他疗法如中药穴位敷贴、功法训练、

耳穴压豆、推拿按摩等在不寐病的临床应用上也颇有

成效。今后可进一步加强中医关于不寐病的经典理

论的梳理和总结，对古今医家运用五神脏理论治疗不

寐病的经验进行对比、归纳，或采用数据挖掘等方法

深入研究，以期为临床上治疗本病提供一定的思路和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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