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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神经系统感觉运动障碍性疾病，对患者

正常的工作生活影响较大，但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西医治疗方案较为单一，效果欠佳，

中医在治疗RLS方面具有辩证论治、随症加减等优点，疗效显著。本文从心肝肾与RLS的联系出发论治

RLS，以期为中医药治疗RLS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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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is a common clinical sensory-motor disorder of the nervous system, 
which affects patients’ normal working life greatly. Chinese medicine has the advantages of dialec-
tical treatment and modification according to symptoms, 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ica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eatment of RLS from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eart, liver and kidney and RLS,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RLS in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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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又称不安腿综合征、Willis-Ekbom病(Willis-Ekbom disease, 
WED)，是临床常见的神经系统感觉运动障碍性疾病，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几乎不可抗拒的活动腿的欲

望，大多发生在傍晚或夜间，安静或休息时加重，活动后好转[1]。流行病学调查显示，RLS 在欧洲患病

率较高，预估在 1.9%~4.6%之间，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其中大多数为女性，男女比例约为 1:2 [2]，
而在亚洲，患病率与年龄没有明显的相关性[3]，这可能与各个地区制定标准不一、研究方法不同有关[4]，
目前国内关于不宁腿综合征流行病学研究较少。不宁腿综合征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有研究证实可能与

脑铁缺乏和体内多巴胺调节有关[5]，西医治疗不宁腿综合征目前使用的药物包括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抗

抑郁药等[6]，长期使用副作用较大。中医关于不宁腿综合征的病名没有明确的记载，多认为其属于“痹

症”、“痉病”等范畴[7]，且中医治疗不宁腿综合征具有疗效显著，副作用小，患者耐受性良好等优势。

本文基于脏腑辩证，从心肝肾论治不宁腿综合征。 

2. RLS 与肝、心、肾三脏 

2.1. 肝与不宁腿综合征 

《素问•六节藏象论》：“肝为罢极之本，其华在爪，其充在筋。”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肝脏气

血阴阳调和则肢体调和，运动如常，若肝阴虚则不能制约肝阳，肝阴虚阳亢则虚风内动，肝藏血，肝血

充得以濡养筋脉，若肝血不足则四肢筋骨失养，出现麻木不仁的表现；肝主疏泄，喜条达，肝气疏则气

血通畅，筋脉活动自如，若肝脏疏泄失常，则气滞血瘀，筋骨不荣，导致下肢酸胀麻木等不适。郝万山

[8]教授认为 RLS 病机为“肝体阴不足”及“肝阳用失常”，其中以肝体阴不足为本，肝血亏虚，失于濡

养，治以滋水涵木，养血柔筋；符为民[6]教授临床上多以肝为中心论治不宁腿综合征，疗效显著；王保

亮教授将不宁腿综合征从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阴亏虚、寒凝肝脉四型论治，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程立[9]等以自拟养血柔肝方治疗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型 RLS，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分别为

75.00% (15/20)，95.00% (19/20)，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养

血柔肝方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体征。 

2.2. 肾与不宁腿综合征 

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生髓，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依赖肾精的充足，肾精充则骨髓生化有源，

骨髓充盈则肢体活动如常，《中藏经》言：“肾生病则腿筋痛”，肾精不足，骨髓生化无源，则肢体痿

软无力，常导致 RLS 的发生；赵建国[10]教授认为 RLS 主要病机为肝肾虚衰，气血不足，筋肉失养；董

韬[11]运用加味芍药甘草汤治疗肝肾阴虚型不宁腿综合征，120 例患者，治愈 108 例(90.0%)，好转 9 例

(7.5%)，未治愈 3 例(2.5%)，总有效率 97.5%。 

2.3. 心与不宁腿综合征 

《素问•灵兰密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藏神，主血脉，心气血充足则神安能寐，

若心阴血亏虚则心神不宁，卧不安，RLS 多在夜间发作，且患者多伴失眠以及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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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与心主神志密切相关。临床上，众多医家以心论治 RLS 疗效尚佳，任泽琴[12]等以针刺“宁心安神，

清心泻火”之法治疗不宁腿综合征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孙远征[13]教授认为不宁腿综合征病因为神志

不宁，神失所用，脏腑失调，以安神定志，通调脏腑为治疗大法，心神安宁、脏腑调和则病邪得以减退。

王亚青[14]等以针刺行调神宁心，清热化痰之法治疗痰热上扰，致心烦不寐 RLS 患者 1 例，治疗后患者

睡眠较前改善明显，双下肢外侧胀痛不适明显缓解，临床疗效佳。李香茶[15]等运用养血安神方足浴治疗

RLS，行清热养阴、活血安神之功，养血安神方治疗组共 25 例患者，痊愈 14 例，有效 10 例，无效 1 例，

总有效率 96%。 

2.4. 心肝肾三脏与不宁腿综合征 

心、肝、肾三脏与不宁腿综合征关系密切，其中肝与肾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肝肾

同源”，藏泄互用，阴阳互滋互制，肾阴肾阳为五脏阴阳之本，肝肾阴阳相互制约，维持平衡，肾阴不

足则无法抑制肝阳，导致肝肾阴虚，阳亢于上，阳不入阴则出现夜间腿部不适[16]；心属火，肾属水，心

火居上而肾水居于下，心火向下可温煦肾水，肾水向上可济心火，心肾水火相交可使机体处于协调平衡

的状态，《素问·六微旨大论》：“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若心肾阴阳平衡被

打破，心肾不交，心肾水火既济失调，则出现心肾阴虚阳亢，导致夜间心神不宁，加重夜间腿部不适；

《灵枢·口问》言：“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肝二脏，肝为心之母，肝与

情志联系紧密，而情志因素往往影响心神[17]，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主藏血濡养脏腑，肝脏可行气血，

气血为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心肝二脏调和则气血充足，神志安宁，若肝气郁结，情志所伤，累及心则

导致精神活动障碍；若肝不藏血，出现肝血亏虚、血行不利则心神失于濡养，导致神不安，夜不寐，影

响睡眠，加重腿部症状。由此可见，心、肝、肾三脏对辩治不宁腿综合征意义较大。 

3. 病案举隅 

张某，女，52 岁。2022-3-18 日初诊。夜间双下肢不适 3 月余，加重 2 周。患者于 3 个月前无明显诱

因出现双下肢不适，表现为“麻木、酸胀”感，夜间尤为明显，不适时需起床活动，反复捶打下肢，活

动后减轻，睡眠不佳，表现为入睡困难，浅睡眠，易醒，易烦躁，睡眠不佳时白天偶有头昏，近 2 周来

上述症状较前明显加重，遂来就诊。刻下症：夜间双下肢不适较重，睡眠差，精神欠佳，情绪不佳，烦

躁不安，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西医诊断：不宁腿综合征。中医诊断：痹证。证属肝肾阴虚，心神

失养。治法：滋阴疏肝，宁心安神。方用：白芍 20 g、炙甘草 15 g、黄芪 30 g、茯苓 15 g、远志 15 g、
炒酸枣仁 20 g、熟地黄 15 g、柴胡 10 g、党参 15 g、川牛膝 10 g、续断 10 g、木瓜 10 g、鸡血藤 20 g、
炙甘草 10 g。14 剂，水煎服，日 1 剂，分早晚 2 次分服。2022-4-1 日二诊，服药后患者诉夜间下肢不适

症状较前减轻，入睡困难较前好转，情绪易急躁较前减轻，舌淡，苔薄白，脉沉细，嘱继续服用上方 14
剂。后 2 月随访症状基本好转，未再复发。 

4. 结语 

RLS 是一种神经系统感觉运动障碍性疾病，目前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西医治疗通常以多巴胺受

体激动剂、抗抑郁药等治疗，治疗方案较为单一、局限，RLS 因发作多在夜间休息时，给人们白天工作

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患者通常还会伴有睡眠障碍及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长久以来危害极大。中医

治疗 RLS 与西医治疗相比具有辩证论治，一人一方，随证加减等优势，本文基于脏腑辨证角度出发，从

心肝肾三脏论治 RLS，心主神明与情志相关，肝主筋、肾主骨与 RLS 症状联系紧密，从心肝肾三脏出发

能较好阐释 RLS 病因病机，同时进行辩证施治，面对不同患者派方遣药较为灵活，在临床上具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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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可作为中医治疗 RLS 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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