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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失眠的人群也随之增多。长期的失眠不仅严重地影响了

患者的身心健康，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压力，其治疗方法各异，疗效不一，并且伴随一些副作用，所以

我们需要提出更多更安全的治疗方法。目前，随着人们对失眠的研究发现与睡眠生物节律有关，而中医

学中的子午流注理论就是研究人体与时间节律的关系，其理论对失眠的应用颇多，效果良好，本文就子

午流注理论治疗失眠展开探讨。在本综述中，我们从首先从其理论的来源及各个时期的发展展开了探讨，

其次讲述了在子午流注理论指导下的针法、耳穴、艾灸对失眠改善的应用现状，最后讨论了子午流注理

论在临床上的一些不足以及未来的展望，希望通过不断的完善，使其更好地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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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ace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in-
somnia also increases. Long-term insomnia seriously affects not only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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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of patients, but also brings a lot of economic pressure. Its treatment methods are different, 
the efficacy is different, and accompanied by some side effects. So we need to come up with more 
and safer treatments. Now, as insomnia has been linked to sleep biological rhythms, the Ziwu Li-
uzhu the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body 
and the time rhythm, Its theory has been applied to insomnia a lot, with good resul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Ziwu Liuzhu theory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In this review, we first discuss the 
source of its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each period. Secondly, it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sta-
tus of acupuncture, auricular points and moxibustion in the improvement of insomni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Ziwu Liuzhu. Finally, some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Zi-
wu Liuzhu theory in clinical practice are discussed.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it will be better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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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失眠；在中医上又被称之为“不寐”，在其《黄帝内经》中称为“不得卧”“不得眠”。指的是无

法维持正常而稳定的睡眠状态或者根本无法入睡，从而导致睡眠深度、时间的不足，轻者仅入睡困难或

寐而不香，时睡时醒，或者醒后不能够再次入睡；严重者则彻夜不能入睡的一种疾病[1]。患者由于长期

的失眠容易导致自身的工作以及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严重损害患者身心健康。目前，由于现代社会节奏

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加，容易造成情志失调、导致心火气盛，从而使身体整个系统受到不良的影响，在

某种程度上容易导致失眠情况的发生[2]。在传统中医中，人和自然界之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活在自

然界之中，所有的生物都会受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人们要顺从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如春天生发

夏天生长秋天收敛冬天冬藏，否则会容易导致人体脏腑功能障碍，从而发生疾病。就昼夜来说，《灵枢·口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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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气盛，则寤矣”[3]。本文就将其学说应用于失眠进行探讨。 

2. 子午流注理论 

子午流注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时间医学，是中医学中极具特色的一门理论，早于现代时间医学。其起

源于内经中天人相应的理论，结合五腧穴、阴阳、五行理论发展起来的学说，以择时选穴为特点，分纳

子、纳甲、养子时刻注穴三部分[4]。自内经成书到宋金期间，子午流注一直处于理论的状态，未能应用

于临床，直到金代何若愚总结其理论并写出了子午流注针法的第一部专著——《流注指微赋》，使其从

理论走上了临床，并开始推广应用[5]，同时期另外一位医家窦汉卿所著《标幽赋》，见载于其著作《针

经指南》卷首，其文简单易懂，其内容涉猎广泛，包括经络、腧穴、刺法、治疗、术前准备、针灸宜忌

等方面，故被历代医家所推崇[6]，其大力提倡按时取穴，并在书中写到：“一日去六十六穴之法，方见

幽微；一时取一十二经之原，始知要妙[5]。”明代著名针灸医家徐凤，早期钻研窦汉卿著作，继承窦派

学术思想，晚年结合自己临床行医经验，编著《针灸大全》[7]，其中记载的“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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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具体的开穴使用方法，为子午流注的推广应用做出了贡献[5]。高武的《针灸聚英》中，也记载有子

午流注针法，不同的是，高氏学古而不拘泥于古，虽然重视经典，但反对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

因其认为子午流注纳甲法的理论晦涩难懂，加上师传不同，方法多样，实际操作起来甚是不便，容易造

成病情的延误，故此，他创新出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称为“十二经病井荥俞经合补虚泻实法”就是所

谓的子午流注纳支(子)法。纳子法的使用方法是先诊察疾病，后取经定穴，最后才决定开穴的时间。高武

重视“子午流注”针法，但又不拘泥于前人的子午流注之说，而是在继承中另有发挥，颇具有创新精神，

在创新时又不离其经典理论根源，为发展“子午流注”针法作出了新贡献。清代时，针灸的地位有所下

降，但是仍有医家对子午流注理论进行研究，比如李学川所著的《针灸逢源》，就记载有子午流注理论。

49 年建国以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中医的地位越来越高，针灸越来越受到重视，相继出版教材跟著作，

其中比较早的有 1958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棹仙的《子午流注说难》、还有 1974 年人民卫生出版

社出版的上海中医学院的教材《针灸学》，等等。建国以后的著作及其教材的出版，为子午流注针法的

流传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3. 子午流注的临床应用 

1) 纳甲法是子午流注针法之一，是将十二经脉的五腧穴及原穴配在年、月、日、时干支上而计时取

穴的方法，故又称纳干法[8]。周清保等[9]应用子午流注纳甲法针刺治疗围绝经期失眠患者。以桂林市时

间换算时辰以子午流注纳甲法按时开穴，主穴。根据明代徐凤的《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即“逐

日对时开穴、互用配穴和闭变开穴”选择主穴进行开穴。辅助穴位。心脾两虚型配脾俞穴；肝郁化火型

配行间、足窍阴穴；痰热内扰型配丰隆、中脘穴；心虚胆怯型配胆俞、肝俞穴。结果治疗组改善程度优

于对照组，子午流注针刺法效果明显。张则信[10]用子午流注纳甲法配合飞腾八法治疗失眠。按患者看病

时的时间算出纳甲法的穴位和飞腾八法的穴位，以此为主穴，配穴则主要参照对照组表现出来的各种症

状来配穴进行治疗。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3%，子午流注纳甲法配合飞腾八法治疗失眠效果显著。王若

梅等[11]用子午流注纳甲法治疗失眠症，使用子午流注纳甲法中的转盘法，选取穴位为当天就诊时所开支

穴为准，如有必要则采用“合日互用开穴”即“井荥输经合纳零法”，必须保证每个时辰都有开穴。而

治疗组除了取一个当天就诊时所开之穴外，剩余分型取穴皆同上方法，结果显示子午流注纳甲法组治愈

率 72.0%，总有效率 100%，子午流注纳甲法治疗失眠症疗效显著。 
2) 纳子法是运用十二时辰地支来进行开穴取穴办法，有两种，一是一日六十六穴法，二是补母泻子

法，故又称为纳支法。沈贵亮等[12]采用改良子午流注纳子法配合电针治疗失眠。治疗时根据患者中医辨

证分型来选择治疗时间，如实证患者的治疗时辰为午时(11:00~13:00)，开穴时则选择心经上的神门(子穴、

原穴)、少府(本穴)为主，采取迎随补泻法，虚证患者的治疗时辰选择未时(13:00~15:00)，开穴时则选择

心经上的少府(本穴)、神门(原穴)、少冲(母穴)，采取迎随补泻法，持续治疗 2 周。结果睡潜伏期、实际

睡眠时长、睡眠效率、睡眠觉醒次数都优于对照组，睡眠质量得到良好的改善。张颖新等[13]用纳子法治

疗失眠，取穴：内关，百会，安眠，神门等。如心脾两虚加脾俞，心俞，三阴交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

采取子午流注中的纳子法，推算各经五腧穴的五行归属及其子母关系，再结合十二经脉，依据“实则泻

其子，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大法，并且根据病人就诊时间，按照每日人体的气血输注十二经的时辰来择

时择穴进行补泻操作。结果子午流注纳子法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1.89%，效果良好。蒋迎鸾[14]采用纳子

法与常规针刺治疗失眠进行比较，依据“阴井木，阳井金”的原则来进行选穴，找到与本病匹配的五腧

穴的穴位(本穴，原穴等)归属，以及其子母关系，参照十二经脉流注的五行穴位归属，及其子母关系，根

据“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治疗大法，以患者安排就诊时间，按照人体气血流注于十二时辰的规

律，确定某日某时选择穴位，进行补泻手法操作。具体操作方法：主穴则按照子午流注纳子法取得定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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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穴位；配穴则随证加减。结果子午流注取穴针刺的效果

显著。 
3) 耳穴疗法是子午流注理论联合耳穴压豆的一种治疗方法，配以天干地支、五行、阴阳、以及脏腑

等为选穴的基本原则，再结合纳子法按照“虚者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在相应的时辰按压耳部相应的部

位，并施以一定的力度按压，使其微微出汗，来达到通经活血、调理气血、平和阴阳、防治疾病的目的。

李文静等[15]运用子午流注理论的耳穴压豆干预肿瘤相关性失眠，使用耳穴压豆进行治疗，耳穴压豆法是

将药豆王不留行籽准确地贴压于耳廓上的穴位，择时给予适当的刺激，则穴时主穴以耳穴神门、催眠穴、

睡眠深沉穴为主，配穴则根据患者的辩证分型及临床症状并根据患者证型和失眠症状配合辅穴位：以心、

肝、脾、肺、肾为主。采用子午流注理论指导下的耳穴压豆法，优于对照组，效果显著。梁艳艳等[16]
子午流注择时耳穴贴压治疗心脾两虚型老年失眠，主穴采用心、皮质下、交感、神门为主，根据患者辨

证分型结果选择配穴。干预组在耳穴贴压的基础上配合子午流注择时按压治疗，按照人体气血流注于十

二时辰的规律，分别在气血流注心包经午时(11:00~13:00)气血流注小肠经未时(13:00~15:00)气血流注脾经

巳时(9:00~11:00)按压相应的反射区来治疗。结果两组患者干预 6 周后匹兹堡睡眠质量疗效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 = −4.311, P < 0.05)，值得临床推广。陆海娟等[17]运用子午流注耳穴揿针辅助治疗中风后

痰热扰心型失眠，除了对原发病进行正确规范的诊疗以外，还运用子午流注耳穴揿针干预治疗，于每天

卯时(5 点至 7 点)开始进行揿针埋针贴压治疗。主穴为取交感、神门、心、皮质下，配穴取脾、大肠。每

天 9:00~11:00 循行至脾经，11:00~13:00 循行心经时各按压治疗一次，每天睡前再给予按压治疗 1 次，连

续治疗一周为 1 个疗程，共干预 4 周。结果总有效率 89.7%。何采辉[18]采用子午流注针法结合耳穴压豆

法，取穴以与疾病相配的五腧穴为主，按时取穴，以就诊时所开经穴为主，先针开穴，后针配穴(照海、

大陵、神门、申脉、内关、三阴交等)，据患者临床症状施行补泻手法，实证则泻之，虚证则补之。耳穴

压豆：取脾穴、肾穴、颞穴、心穴、枕穴、肝穴、皮质下穴、神门穴、交感穴等，总有效率为 96.55%，

效果显著。卢亚玲等[19]将子午流注择时耳穴贴压结合中医情志干预应用于围绝经期失眠中，选择神门、

皮质下、心、交感等穴位为主穴，以小肠、脾为配穴，将王不留行籽在此处粘贴，心包经为午时

(11:00~13:00)，小肠经最旺为未时(13:00~15:00)，脾经最旺为巳时(9:00~11:00)，此时粘贴后对此处进

行按压，力度大小以可感觉酸、麻、胀痛为准，每穴按压 2 min，双耳交替进行，以微微出汗为宜。结果

优于对照组，效果显著。 
4) 灸法是在子午流注理论指导下择时选取气血旺盛的穴位施以艾灸的疗法，达到治病的目的。李月

等[20]使用子午流注择时灸法治疗脾胃气虚型慢性胃炎失眠患者，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和艾灸；试验组结

合子午流注于 7:00~9:00 艾灸，点燃艾条放入灸盒中并固定于所灸腧穴处。先灸中脘、天枢、神阙，再同

时灸三阴交、足三里，每穴 15 分钟，共 30 分钟，灸至局部皮肤稍微温热、发红而无灼痛为适宜。结果

试验组脾胃气虚证候疗效总有效率 92.5%高于对照组 84.6%。刘丽娟等[21]运用子午流注择时温灸法治疗

原发性高血压，根据患者就诊时间进行选穴以脏腑对应经络气血流，并联合温灸法进行治疗。酉时

(17:00~19:00)气血流注于足少阴肾经此时功能最强，卯时(5:00~7:00)足少阴肾经气血流注功能最弱，此时

选取温灸对太溪穴、涌泉穴、三阴交穴进行治疗。可以有效降低血压，提高生活质量。 

4. 小结 

尽管子午流注理论还存在着一些弊端，如开穴的方法并不统一，并且治疗的时间也有限制，但是不

能否认子午流注理论治疗失眠确实有显著的效果，以上临床报道也证明了与常规治疗手段的相比，具有

一定的优势，有明显的效果。然而子午流注理论的应用远不止如此，国内研究大多只采用单因素分析，

应该大力借鉴国外时间生物医学的研究方法，经过充分的设计，严谨的实验，来发挥子午流注理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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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造福患者是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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