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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表现为患者难以入睡、难以保持睡眠或早醒的情况。此病可以导致日间疲

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等问题，严重的失眠可能会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质量。失眠的原因有

很多，包括压力过大、焦虑、抑郁症、健康问题、药物或物质滥用、不良的睡眠习惯、环境因素等，存

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治疗失眠的方法多样，包括认知行为疗法、调整睡眠规律、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

改善睡眠环境等。而中药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具有疗效高、安全性好的优点，可作为失眠的有效

治疗方法。现就近年来中药治疗失眠的机制及应用进展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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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omnia is a common sleep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staying asleep, or 
waking up early. This condition can lead to daytime fatigue, difficulty concentrating, emotional in-
stability, and other issues. Severe insomnia can affect work, study, and quality of life.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insomnia, including excessive stress, anxiety, depression, health problems, dru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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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 abuse, poor sleep habits, environmental factors, etc.,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various methods for treating insomnia, includ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djusting sleep 
patterns, establishing good sleep habits, and improving the sleep environment.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acy and 
good safety and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insomni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e-
chanism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insomnia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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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失眠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都极其常见的睡眠障碍，失眠不仅是字面意思上的难以入睡，还包括难以

保持睡眠和早醒，虽然失眠并不会对患者的身心直接造成伤害，但长期处于失眠的患者会因为夜间睡眠

的缺失导致日间的身体功能障碍[1]。导致失眠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患者处于焦虑或抑郁等负面情绪，或

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不良的睡眠原因，也有可能患者自身具有慢性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导致无法

入睡。因此，失眠在各个年龄段均有可能发病，对于年轻人，可能由于学业压力或工作压力导致失眠，

对于中年人，可能因为晚睡、吸烟等不良嗜好导致失眠，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易出现入睡困难和早

醒的情况，故失眠往往更高发于老年人和更年期女性。从发病时间来看，失眠可分为长期失眠和短期失

眠，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对身体有较大的伤害，因此，及时防治失眠对于提高患者的身体健康是

十分必要的。中医认为，失眠是由于气血不足、脏腑功能失调、气机不畅等原因导致的，故中常采用中

药、针灸、音乐治疗、按摩、方法来治疗失眠，本文就中药治疗失眠的机制及应用进展进行归纳总结，

为此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2. 失眠的中医病因病机 

失眠，又称为“不寐”、“不得寐”、“不得卧”，中医认为，维持身体运行的基础就是气血，对

于失眠患者，心神意乱、情绪波动、焦躁不安或者过度思虑导致其肝阳上亢、心火亢盛，使脏腑功能紊

乱失调、气血运行受阻。由于缺少气血，身体无法得到充分的滋养和供应，最终导致患者心神不宁，进

而干扰患者睡眠。除了气血不足，中医认为阴阳失衡也是造成失眠的重要原因。作为中医理论中的重要

概念，阴阳失衡是指机体阴阳消长失去平衡的统称，既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又是脏腑、

经络、气血等相互关系失调，以及表里出入，上下升降等气机运动失常的概括。不仅是其中，阴阳失调，

阴虚阳亢等都被认为是影响睡眠的关键因素。中医认为失眠的病因是多元的，患者的心理问题、身体问

题、环境因素都有可能是造成患者发病的诱因，因此，要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辨证施治，来改善失眠问

题[2]。 

3. 中药治疗的优势 

在治疗方式上，由于中药种类较多，根据最新的数据表明，目前已有约 1000~1200 种中药可供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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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故使用中药可以进行辨证施治，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体征等因素选择合适的中药进行治疗[3]。
中药的多样性也保证了在使用中药时，可以保证治疗范围，例如，中药可以在调理患者脏腑功能，从而

改善气血循环的同时，改善由于长期失眠导致受损的神经系统功能。在治疗结果上，中药相对于西药有

更低的副作用，且中药更注重治本，相对于西药的安眠催眠成分，中药不仅关注治疗缓解失眠症状，更

能同时通过调整气血、阴阳、脏腑等方面达到调节身体整体平衡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患者失眠的

问题。 

4. 失眠的中药治疗 

4.1. 和胃安神方 

中医认为失眠往往与脾胃功能失调有关，即：卫阳不入于阴，导致阴阳失调。和胃安神方是一种中

医中药方剂，常用于治疗胃气不舒等症状，具有健脾清热、健脾安神等功效，所以同样可以用于治疗由

于胃火上行导致的失眠、心烦不安等症状。和胃安神方主要由黄柏、黄连、法半夏、郁金等药物配伍而

成[4]。其中，黄连、黄柏等药物具有清热解毒、利水渗湿等功效，可以有效的改善脾胃功能，通过祛除

体内的热邪，促进消化吸收，调节失眠相关的病理反应，从而提升睡眠质量。而方剂中的郁金具有安神

作用，具有舒缓心神，平抚情绪的功效，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或抑郁等情志不畅的情绪，以此改善

失眠症状。 

4.2. 地黄舒眠饮 

地黄舒眠饮是在临床中常用于治疗顽固性失眠的一种中药方剂，具有宁心安神、填精补肾、祛浊、

化痰等功效[5]。方剂主要由生地黄、熟地黄、五味子、天麻等中草药配伍而成，其中，生地黄与熟地黄

共同起到补肾益肝的功效，由于中医认为失眠与肝肾的功能失调紊乱有关，故通过调理肝脏肾脏，可以

平衡阴阳，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从而改善失眠问题[5]。不仅是调理肝肾肝肾，方剂中的远志和酸枣仁

等药物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方剂在清热泻火的同时，调和心肝火旺的病理反应，达到缓解患者焦虑、

紧张等妨碍影响患者入睡的不利情绪，促进患者睡眠的产生和持续，最终改善患者失眠的症状。 

4.3. 黄连阿胶汤 

黄连阿胶汤出自伤寒论，是一种古老的中医中药方剂，具扶阴散热，平复心神等功效，故也常在临

床于治疗热伤阴血导致的失眠、早醒、睡眠不持续等症状。它的配方除了名称中含有的黄连和阿胶，还

包括远志和酸枣仁等，这两味药的加入使得方剂苦寒与咸寒共同存在，降火和滋阴共同作用，可以有效

的改善心火旺盛或肝火亢盛等一系列导致失眠的病理反应，疏通气血，平抚心神、从而改善失眠。阿胶

和黄连在起到上述作用的同时，还能够调节肾脏，平衡体内阴阳的功能，加之酸枣仁和远志等药物具有

安神作用，在治疗患者的失眠症状，在治本的同时，促进患者入眠[6]，达到治疗患者失眠病症的作用。 

4.4. 健脾养心安神方 

健脾养心安神方是一种主要由黄耆、白术、茯苓、酸枣仁等配伍而成的中药方剂，常用与治疗由于

气血不畅导致的健忘、抑郁、失眠等症状。由于在中医的角度认为，脾胃功能的失调是造成失眠的主要

原因，故在临床中，具有健脾益气、促进消化吸收的健脾养心安神方常用于治疗失眠症状。黄耆和白术

作为方剂中占比较大的药物，具有补气健胃的作用，通过调理脾胃功能，促进肠胃蠕动，使患者消化与

吸收的效率提高，从而提升体内气血的稳定性和充盈度，当患者体内气血畅通是，失眠问题就会得到较

大的改善。加之方剂中具有安神作用的酸枣仁及具有祛邪排湿功能的茯苓，可以有效使患者的心神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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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抑郁、烦躁等情绪问题，促进入眠[7]。 

4.5. 甘麦百黄汤 

甘麦百黄汤是一种中医中药方剂，具有减少焦虑、活血化瘀、舒经理气的功效，故常用于治疗失眠、

健忘、心烦不安等症状。甘麦百黄汤的主要成份包括甘草、麦冬、白术、黄芩等药物。其中，甘草和麦

冬等药物具有宁神安心的作用，可以使服用者紧张焦虑的情绪得到舒缓，以此促进睡眠的产生和维持。

白术和麦冬具有生津祛热的功效，通过药物滋阴清热，清肝泻火，达到缓解阴虚火旺的症状的目的，从

而改善失眠问题[8]。由于甘麦百黄汤中具有黄芩，故医生在开药时需特别注意患者是否对黄芩过敏，以

及患者是否存在脾胃虚寒的情况，避免药物对患者产生二次伤害。 

4.6. 百合地黄汤 

百合地黄汤，出自《金匮要略》，是一种具有养阴清热、益心补肺功效的中药方剂，对癔病、植物

神经功能紊乱，更年期综合征导致的失眠、健忘、心神不宁等症状有较好的疗效。百合地黄汤中的滋阴

清热功效主要由生地黄和麦冬等药物带来，除了清热，其还具有益心营、凉血等功效，中医认为，失眠

与肝气不疏有关，故通过祛除心脏的浊火，可以改善患者心烦意乱，烦躁失眠的症状，而对于失眠常伴

随的各种症状，包括心烦、口干、潮热等也有一定治疗效果[9]。加之方剂中百合和麦冬等药物所具有的

安神养心的作用，有助于舒缓心神，减少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促进入眠。 

4.7. 活血宁心安神方 

活血宁心安神方是一种中医中药方剂，常用于治疗心血不足、心脉瘀阻、心神不宁引起的失眠，在

此方中常采用的药物包括当归、桂枝、白芍、川芎、生地黄、丹参等。当归、白芍、生地黄具有养血调

经、安神助眠的功效；桂枝、川芎具有温经散寒、活血行气的功效；丹参具有活血化瘀、清心安神之功

效。研究表明，活血宁心安神方可在多种途径发挥其治疗的疗效，可以调节 5-羟色胺、多巴胺等神经递

质的合成和释放，改善脑神经功能，从而提高睡眠质量。赵丹红等[10]证实，活血宁心安神方不仅可以改

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还可以对原发疾病产生一定的治疗效果。此外，活血宁心安神方可以改善中医

证候积分，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 

4.8. 安寐丹 

安寐丹是一种中成药，常用于改善失眠、多梦、心烦等症状。安寐丹中的主要药物包括丹参，五味

子，人参，甘草，茯神，菖蒲，麦冬等。丹参和茯神具有镇静和安神的作用，可以安心养神，缓解焦虑、

烦躁和抑郁等心理问题，从而从情志因素改善睡眠的质量。通过安神镇静作用，安寐丹有助于促进放松

和入眠。中医认为，失眠问题有时与肝气不疏有关，而安寐丹可以调畅气血，增加脑部的血液供应，使

心脑得到濡养，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11]。丹参和麦冬可以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有助于缓解

失眠症状。人参可以调节内分泌系统各项激素的分泌，有助于缓解失眠的症状。诸药合用，可改善不寐

的症状，尤其对于心血亏虚引起的怔忡、不寐疗效较好。 

4.9. 八味活血汤 

八味活血汤中主要包括桃仁、赤芍、川芎、赤芍、柴胡、枳壳、生甘草、当归中药。中医认为，失

眠与气血循环不畅、气滞血瘀有关，而桃仁、赤芍、川芎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增

加脑部供血，从而缓解失眠症状。柴胡、枳壳具有疏肝解郁、安神镇静的作用，可以调节神经系统功能，

安抚心神，缓解焦虑、抑郁的情绪，从而改善睡眠质量[12]。当归具有养血安神的作用，可以补血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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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释放，提高睡眠质量。生甘草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可以调节消化系统功能，从

而缓解因饮食不节，损伤脾胃所引起的失眠症状。 

5. 总结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既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种疾病，又可作为其他疾病的并发症而存在。失眠与

多种因素有关，随着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伴有失眠这一症状，且发病人群逐渐趋于年

轻化。研究表明，女性在失眠方面的发病率似乎稍高于男性，尤其围绝经期的女性失眠患病率越高。严

重影响患者白天的状态，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综上，中药治疗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

于西药治疗，具有复发率低、疗效高的优势。因此，本文通过探究中药治疗失眠的机制及应用进展，以

期为此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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