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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英运用“靳三针”联合“老十针”
从五脏虚损论治失眠症

陈若娴 1 叶志英 2▲

摘 要 叶志英主任医师认为失眠症以五脏功能受损，阴阳失调为基本病机。其在长期的针灸

临床工作中，运用“靳三针”联合“老十针”治疗失眠症，效果显著。文中将理论和验案相结合，介绍叶

志英主任医师治疗失眠症的经验，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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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症是人群中最常见的睡眠问题[1]，属于中医

学“不寐”的范畴，是以入睡困难、睡眠维持障碍、总睡

眠时间减少等为主要表现，并影响日间功能的疾病。

在中国，高达10%～15%的成年人符合失眠症诊断标

准，且多为长期病程[2]。相关研究[3]表明，慢性失眠是

高血压、糖尿病、抑郁症等疾病的危险因素，对患者身

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影响极大。治疗上，西医常采用镇

静催眠药物及抗抑郁药等，但长期服用会出现戒断症

状和反跳性失眠等问题。中医通过中药、针法、灸法、

推拿及穴位贴敷等手段，临床疗效显著[4]。

叶志英主任医师（以下简称为“叶师”）从事针灸

临床工作 20余年，对于失眠症具有独特的诊疗思路

及针刺方法。叶师认为失眠症以五脏功能受损，阴阳

失调为基本病机，临床运用“靳三针”联合“老十针”治

疗该病，效果显著。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叶师诊

治失眠症的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叶师认为，心藏神，人体的精神情志活动虽主要

由心主导，然人是一个以五脏为核心的整体，五脏藏

五神，故失眠的发病不独在心，而是五脏相互协同合

作的结果。正常状态下，五脏相互协调，阴平阳秘则

神志内安，睡眠正常；反之阴阳失和，神不内舍则

不寐。

1. 1　心血不足，神失濡养　心五行属火，为阳中之太

阳，位居上焦，且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对

人体生命活动及精神活动等起主要作用。心藏神的

作用在维持人体正常精神意识思维方面至关重要。

脾脏运化的水谷精微经过心“化赤为血”，濡养心神。

《景岳全书·不寐》曰：“寐主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

寐，神不安则不寐。”该篇又曰：“血虚则无以养心，心

虚则神不守舍……以致终夜不寐，及忽寐忽醒，而为

神魂不安等证。”过度劳累伤血，致心阴不足，血虚不

能濡养心神，心神不安则不寐。

1. 2　脾虚失养，意失所托　脾五行属土，是阴中之至

阴，居于中焦，且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生成

精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是气血生化之源。营卫之气

均由脾胃运化之水谷所生，因此营卫之气的盛衰与脾

胃功能的关系十分密切。《景岳全书·不寐》云：“其所

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清代

医家冯兆张在《冯氏锦囊秘录·七情论》中云“多思则

伤脾，而意郁倦怠，昼思过度则伤阳，夜思过度则伤

阴”，提出思虑伤脾主要与脾之阴阳亏虚相关，脾阳虚

无力运化或脾阴不足均会影响营气化生，无以濡养脾

意，在昼神倦，在夜不眠。

1. 3　肝阴不足，魂失所藏　肝五行属木，为阴中之少

阳。肝主疏泄，可调畅精神情志，且肝藏血，可贮藏血

液、调节血量，故肝主疏泄与肝主藏血的功能相辅相

成，使气血调和，阴阳平衡，精神内安。《普济本事方·

卷一》言：“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

寐。”《血证论》云：“肝病不寐者，肝藏魂……若浮阳于

外，魂不入肝，则不寐。”若肝阴不足，肝阳偏亢，阳不

入阴，魂失所藏则致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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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心肾不交，志无所舍　肾居于下焦，五行属水，

是阴中之太阴。肾为先天之本，是一身阴阳之根，对

全身阴阳平衡的调节具有关键作用。生理状态下，心

肾两脏阴阳、水火之间相互资助又相互制约。倘若肾

阴不足，不能上济于心，心火亢盛，志无所舍则不寐，

正如《古今医统大全·不寐》所曰：“肾水不足，真阴不

升而心阳独亢，亦不得眠。”

1. 5　肺失宣肃，魄失所藏　肺居上焦，五行属金，是

阳中之少阴。肺乃“气之本，魄之处也”。肺主气，司

宗气的生成，而宗气乃“营卫之所合也”，若肺脏气机

紊乱，宣发肃降失常，则营卫运行异常，“卫气不得入

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蹻盛，

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也”。而且，肺藏魄，

若肺脏功能正常，肺气充盛，则精足魄旺而魄安，反之

则肺魄不安于舍而不得安卧，正如《高注金匮要略·五

脏风寒积聚病脉证治》所曰：“肺主阳气，气中阴精为

魄，气血两充，则魂魄各安其宅。反此，则魂魄不安

……而日夜不寐。”

2 治则及取穴特点
在失眠的治疗上，叶师基于通调五脏，和合阴阳，

通督调神的原则，选取“老十针”调脾以安五脏，以及

“靳三针”通督宁神。两者相结合，共奏平衡阴阳之

功，以求达到阴平阳秘而安定神志。

2. 1　“老十针”调脾以安五脏　“老十针”是王乐亭教

授提出的一套针刺方法。其根据“治病必求其本”的

理论，认为诊治疾病时应注重对脾胃的调理[5]。脾胃

居于中焦，五行属土，土爰稼穑，具有载物、生化、收成

的特性，是人体受纳腐熟的重要脏腑，吸收水谷精微

物质，又称“水谷之海”“后天之本”。《景岳全书·论治

脾胃》云：“脾为土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中皆有脾

气，而脾胃中亦有五脏之气。此其互为相使……故善

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

食进胃强，即所以安五脏也。”脾运化、腐熟食物，使之

转变为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并将其升降转输到全身

各处，濡养五脏，从而使五脏可发挥正常生理功能。

李东垣认为“善治病者，惟在治脾，治脾以安五脏”，故

临床中常调理脾胃而使五脏协和。

“老十针”组方中[6]取任脉的上脘、中脘、下脘三穴

以理气和胃、调中健脾；气海降逆消胀；胃经之天枢穴

可通调中焦脏腑气机，起到枢纽的作用；胃经之合穴

足三里可和胃健脾，促进脾升胃降，调和气机；内关疏

肝理气、和胃降逆。此十穴共奏补脾健运，益气和胃

的功效，临床中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时可取得显著

的疗效。《灵枢·营卫生会》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

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

为卫。”脾胃运化水谷，并将水谷精微转输至五脏，协

调五脏阴阳发挥正常生理功能，从而使其能主宰五

神，神安则寐。“老十针”可健运脾胃，使中焦气机升降

有序，有助于带动并调和五脏，使五神内安则寐。此

外，组方中的内关穴是心包经的络穴，可宁心安神，对

心悸、失眠等神志疾病有调节作用。有研究[7]表明，这

套针刺方法对于失眠患者的睡眠时间、夜间觉醒次数

等均有明显改善。

2. 2　“靳三针”通督调神　“靳三针”是由广东省名中

医靳瑞教授创立的独具一格的针灸学派[8]，通常由邻

近的几个穴位组成，效专力宏，可增强局部刺激及加

强经络之间联系。叶师治疗失眠通常选用“定神针”

“智三针”“四神针”，共奏通督调神之功。

百会属督脉，位于头部之巅，有“三阳五会”“巅

上”和“顶上”等别称。“四神针”（百会上下左右各旁开

1.5寸）的穴位属督脉及膀胱经；“定神针”（印堂及双

侧阳白）及“智三针”（双侧本神、神庭）这两组穴位均

在督脉及足少阳胆经循行路线上。这几组针刺选穴

以督脉为主，联络膀胱经及胆经。

督脉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循行入络脑，

对神志疾病有直接督导作用，对睡眠调节发挥重要作

用。有研究[9]表明，印堂、神庭、百会采用通督调神头

皮针法针刺，可以降低患者血清皮质醇（CORT）水平，

升高血清 γ-氨基丁酸（GABA）水平，抑制下丘脑-垂
体-肾上腺（HPA）轴过度活化引起的失眠、情绪低落、

健忘等症状，从而使患者睡眠质量得到有效提高。膀

胱经是一身之巨阳，循行入脑，与督脉并行交错。各

脏腑通过足太阳膀胱经之背俞穴与督脉阳气相通。

针刺足太阳膀胱经可温通阳气、调养元神及填髓益

智、充养脑神而调节睡眠。“定神针”中印堂具有镇目

安神的效果[10]。“智三针”中的本神是诸神之本，与“定

神针”中的阳白同位于足少阳胆经上，而胆经与肝经

相表里，肝主疏泄调理气机，调畅精神情志。故叶师

选取印堂、神庭等通督调神；联合膀胱经、胆经穴位协

助督脉加强调督镇静之功，并疏通经络，调节脏腑。

从现代神经科学角度分析，“定神针”“智三针”

“四神针”均位于大脑额叶、顶叶投影区，属于情感智

力记忆功能区。现代研究[11]表明，刺激该功能区相应

的大脑皮层穴位，一方面可加快血流速度，改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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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使脑细胞摄氧能力提高，促进受损神经元细胞

的修复；另一方面还可促进脑细胞的发育成熟，提高

认知功能，对于改善睡眠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2. 3　“老十针”联合“靳三针”协调阴阳　“靳三针”选

取的组穴中，印堂、神庭等皆属督脉，而督脉循行于人

体后正中线，是“阳脉之海”，总督六阳经，调节全身阳

经经气。“老十针”中，上脘、中脘、下脘及气海均在任

脉循行路线上，而任脉行于人体前正中线，是“阴脉之

海”，总任六阴经，调节一身阴经经气。因此，“老十

针”联合“靳三针”可调任通督，调节全身阴阳经脉，使

阴阳平衡，阳入于阴则精神内安，夜可安寐。

2. 4 随证加减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云：“古

昔圣贤治一病必有一主方，千变万化，不脱根本。”叶

师针对不寐的核心病机，以上述针刺方为主方，并对

不同证型的患者进行灵活化裁。心火亢盛者，加劳宫

以清心安神；肝火上炎者，加太冲以疏肝理气、引火下

行；肾阴虚者，加照海以滋肾养阴；痰火内扰者，加丰

隆以健脾化痰。

3 验案举隅
陈某，女，35 岁，2024 年 3 月 8 日初诊。主诉：入

睡困难3个月。患者平素饮食不节、工作压力大，3个

月前开始出现入睡困难，睡前听舒缓音乐超1  h仍无

法入睡，多梦易醒，醒后不易入睡，每夜睡眠时间约 3
～4  h，甚则彻夜未眠，经艾司唑仑（每晚睡前 2  mg，
口服）治疗，仍多梦易醒，但每夜睡眠时间延长至 4～
5  h。刻下：入睡困难，多梦易醒，醒后难入睡，每夜睡

眠时间约4～5  h，疲乏，心悸，纳差，小便尚调，大便稀

溏，每日2～3次。舌淡，苔薄白，脉沉细。西医诊断：

失眠症。中医诊断：不寐，辨为心脾两虚证。治法：健

脾宁心，通督调神，调和阴阳。取穴如下：“四神针”

“智三针”“定神针”以及百会、上脘、中脘、下脘、气海、

天枢（双）、内关（双）、足三里（双）、三阴交（双）。操

作：常规消毒后，依次按照头部、躯干部、四肢的顺序

进行针刺，采取平补平泻法，得气后留针 30  min。隔

天针刺 1次，每周治疗 3次（每周日休息），2  w为 1个

疗程。同时对患者进行睡眠卫生教育，例如养成良好

睡眠习惯，睡前少饮咖啡浓茶，00：00前需进入睡眠；

并嘱其平素注意缓解压力，逐渐减少艾司唑仑剂量。

针刺治疗 2 个疗程后，患者入睡困难明显改善

（已停用艾司唑仑），睡眠潜伏期明显缩短，夜梦及醒

来次数明显减少，每夜睡眠时间约 6～7  h，睡眠质量

明显改善。1个月后随访，患者夜寐安稳，诸症悉平。

按 本案患者平素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加之工

作压力大，耗伤心血。四诊合参，此患者当为心脾两

虚所致。心血亏耗，加之脾虚失运，生化乏源，气血阴

阳失衡，而发为不寐；脾虚失于运化，故见纳差、便溏；

心血亏虚，心神失养，心主不安，而发为心悸。针刺组

方中，百会以及“四神针”“智三针”“定神针”通督调

神；“老十针”调脾以安五脏。诸穴合用，共奏健脾宁

心，通督调神，调和阴阳之功。治疗2个疗程后，患者

失眠症状基本消失，睡眠质量明显改善。

4 小结
叶师指出失眠症的病因病机主要为五脏功能失

调，阴阳不交。叶师在治疗失眠症上，主要从“调理五

脏”及“调神”着手，运用“老十针”调脾以安五脏，以及

“靳三针”疏通督脉、安定神志。“靳三针”与“老十针”

二者相合，从整体上协调机体阴阳，使人体处于阴平

阳秘的生理状态，从而纠正失眠。临床中，叶师常以

此为基础方进行随证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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