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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中医古籍亦称“不得

卧”、“不得眠”、“目不瞑”， 是指

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

征的一种疾病。 轻者表现为入睡

困难，或入睡后易被惊醒 ，醒后

不能再入睡；严重者表现为整夜

不能入睡，常伴有头痛、头晕、健

忘等。 长期不寐易引起病人心烦

意乱、焦虑、抑郁或恐惧心理，导

致精神活动率降低，妨碍社会功

能。 中医认为不寐的病位主要在

心，与肝、脾、肾的气血阴阳及脑

功能失调有关。 中医学对不寐的

辨证治疗可以根据临床表现据

证分型

[1]

，其中以心肾不交型最

为多见。 而心肾不交型不寐主要

是由于心火不降、肾水不升以致

火炎于上，水亏于下，水火不济，

心肾无以交通所致。 目前，西医

普遍采用相关镇静药物治疗该

病，疗效不佳，且易使患者产生

耐药性及成瘾性。 近些年来，一

些中医医家提出从督脉论治该

病的治疗思路， 而益肾调督疗法正是在此基础上结

合督脉与脑、心及肾的相互关系，通过益肾填精及通

督调神使肾水上达于心以安君火， 君火下临于肾以

温肾水，兼以补养脑髓，从而实现心肾交通，水火既

济，心神安宁。 现将该法简要探讨如下。

1

通督调神的理论基础

1.1

督脉与脑的相互关系 脑为奇恒之腑， 为精髓

汇聚之处，元神所居之腑。 《素问集注》曰：“诸阳之神

气，上会于头，诸髓之精，上聚于脑，故头为精髓神明

之腑。 ”《素问·脉要精微论》记载：“头者，精明之腑。 ”

可见，人体的精神活动与脑密切相关。 督脉起于小腹

内，下出于会阴部，向后、向上行于脊柱的内部，上达

项后风府，进入脑内，上行巅顶，沿前额下行鼻柱，止

于上唇内龈交穴。 《难经·第二十八难》曰：“督脉者，起

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 ”《素问·

骨空论》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与太

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脑络，还出别下项……

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从循行上分析，督脉不仅主干直

接入属于脑，其分支又络于脑，可见督脉与脑有着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 且督脉为“阳脉之海”，起着总督诸

阳的作用，故督脉脉络瘀阻、运行不畅则会导致脏腑

精微及经脉之气不能上注于脑以养脑益髓，清阳之气

不能上升以供神明之用，故而出现睡眠障碍及情绪焦

虑抑郁。在治疗方面，督脉通髓达脑，是传输精气的重

要通道，通调督脉可使脏腑精微及经脉之气输注于脑

以充养脑髓，从而起到安神定志之功效。曹辰虹等

[2]

在

《以督脉为主治疗抑郁症

116

例》 一文中提到抑郁症

病位在脑， 运用督脉为主治疗该病的总有效率为

86.21％

。曹奕

[3]

报道从督脉治疗癫痫、儿童多动症及颈

性眩晕等与脑部密切联系的相关疾病都取得了满意

的效果。 综上所述，督脉与脑无论是在循行路线还是

治疗疾病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2

督脉与心的相互关系 督脉的循行较为复杂，

上下纵横，分布较广。经研究发现督脉循行路线共四

条，其中一条从少腹直上，通过肚脐，向上连贯心脏，

进入喉部，向上到达面颊，环绕嘴唇，抵达目下的中

央部位。《素问·骨空论》记载：“督脉者……其少腹直

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不得前

后，为冲疝。 ”从对这条循行路线的描述可见督脉贯

心，与心脏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近代，运用督脉治疗

心脏相关疾病在临床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唐爱菊

[4]

用悬灸和电针督脉神道至阳穴对冠心病患者心电图

即刻效应影响的观察中发现， 电针与悬灸督脉神道

至阳穴均能改善心肌缺血， 且针灸并用对治疗冠心

病具有协同作用。 刘宝华

[5]

电针至阳穴观察实验性

急性心肌缺血家兔血浆中

cAMP

、

cGMP

的含量，得

出结论： 电针至阳穴可以提高家兔心肌对缺氧缺血

的耐受力，改善心肌的缺血缺氧状态。 综上所述，督

脉循行与心密切相关， 且督脉腧穴对心脏相关疾病

有着特殊及有效的治疗作用。 而不寐之病位在“心、

脑”，心主神明，和脑一样是人体情志、思维的活动中

枢。中医学将脑的功能统归于心。《医学衷中参西录》

记载：“人之神明有体用，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

摘 要 心肾不交型不寐主要是由于心火不降、肾水不升导致火炎于上，水亏于下，水火不

济，心肾无以交通以致心神失养而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证。 益肾调督疗法结合

督脉与脑、心及肾的相互关系，通过益肾填精及通督调神使肾水上达于心以安君火，君火下临于肾

以温肾水，兼以补养脑髓，从而实现心肾交通，水火既济，心神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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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于心。 ”结合督脉与心的密切联系，通过调理督

脉使神明有所属，心神得以安，从而达到宁心安神

之功效。

1.3

督脉与肾的相互关系 督脉源于胞中，出于会

阴， 两络于肾。 督脉之循行一条以足太阳合贯脊属

肾；一条以循肩膊内，夹脊抵腰中络肾。 《素问·骨空

论》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

孔……合少阴上股内后廉， 贯脊属肾……入循膂络

肾。 ”从督脉的循行分布来看，督脉与肾有着密切联

系。 再者，督脉隶属于奇经八脉，奇经八脉通过交会

穴和八脉交会穴与十二正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记载：“督脉与足太阳、

足少阴会于长强。 ”可见，督脉与足少阴及足太阳相

通。而就奇经八脉的作用而言，奇经八脉对其余经络

起统率、联络和调节气血盛衰的作用。正经与脏腑直

接相联系，奇经八脉则通过正经与脏腑间接相关，而

督脉又与足少阴相通，因此，通过调理督脉可以起到

沟通和调节肾精盈亏的作用。肾精充盈则脑髓得充，

心神得养，从而起到养心安神之功效。

2

益肾养心的理论基础

2.1

肾与心的相互关系 肾与心无论是从经脉循

行还是从五行制化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经脉

循行上分析， 足少阴肾经在足小趾与足太阳膀胱经

衔接，联系的脏腑器官有喉咙、舌，属肾，络膀胱，贯

肝，入肺，络心，在胸中与手厥阴心包经相接。《灵枢·

经脉》曰：“肾足少阴之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

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

中。”《灵枢·经脉》记载：“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

并经上走于心包，下外贯腰脊。”而另一方面，迪丽努

尔等

[6]

提到手少阴心经循行路线虽然与肾无直接关

系，但手少阴之脉从心系上肺，足少阴之脉入肺中，

肺气呼吸升降清浊交换时，则心肾之气得以交流。由

此可知，肾经的循行不仅与心包经有着直接的联系，

同时也与心经间接相关。再从五行制化的角度来看，

肾属水，心属火。 一方面，当心火过亢，肾水不足时，

导致水虚火旺， 则出现水虚火侮的相侮传变，《医学

衷中参西录》记载：“肾虚则水精不能上输以镇心，而

心易生热，这是由肾而病及心也。”另一方面，当心火

不及，肾水太过之时，导致水多火熄，发生相乘传变，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

心气抑。”从二者制化关系来看，肾与心密不可分，两

者中的任何一方出现过亢或偏衰均可引起另一方阴

阳失衡。因此，协调好二者的制化关系使肾水上达于

心以安君火，令君火下临于肾以温肾水，从而实现水

火既济、心肾相交，这是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的重要

方法。

2.2

肾与脑的相互关系 肾与脑相关联的理论早

在《内经》中就有所论述，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肾通于

脑”，而是通过经脉的循行走向来间接阐述了二者的

相互联系。《灵枢·经脉》记载：“膀胱足太阳之脉……

上额交巅；其直者，从巅入脑络……挟脊抵腰中，入

循膂，络肾属膀胱……”另一方面，肾与脑又通过督

脉紧密相连，《难经·第二十八难》曰：“督脉者，起于

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 ”肾与脑

不仅在经脉循行上联系密切， 在生理功能上也相互

影响。 脑为髓之海，髓海生于肾，肾精充足则脑髓得

以充实，从而脑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江爱娟等

[7]

采用

补肾生髓法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模型动物， 发现该法

能通过增加缺血侧脑室下区

Nestin

、 缺血半暗带区

NSE

数量，增强

GFAP

的表达，促进局灶性脑缺血后

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并能促进缺血半暗带

BD鄄

NF

和

bFGF

的表达，抗脑缺血后损伤，有利于脑缺

血后神经功能的恢复， 同时又能通过促进皮质脑缺

血半暗

GAP-43

和

SYP

表达，有利于脑缺血后突触

重塑和神经细胞轴突的再生， 促进脑卒中后神经功

能恢复。 赵清超等

[8]

采用线栓法制做大鼠大脑中动

脉闭塞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模型， 治疗后用免疫组

化法检测脑组织

IL-1β

和

ICAM-1

的表达， 发现补

肾醒脑方有效部位能明显改善因缺血所致的神经行

为功能缺失。另一方面，髓海空虚，精明之府失养，脑

的生理功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故而导致精神病理

症状的发生。 《灵枢·海论》记载：“髓海有余，则轻劲

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

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可见，肾与脑对人体生理功能

的正常发挥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结合肾与脑的密

切联系，通过益肾填精从而使脑髓得以充养，对实现

调精养神具有重要意义。

3

现代医学对督脉的认识

督脉起于大脑下项中循脊入骶， 其分布与人体

脊柱重叠，是大脑皮质脊髓束的全程走行。现代医学

研究发现，脊柱与人体诸多内脏有密切联系，刺激脊

神经可以改变紊乱的信息通道， 清除异常的病变信

息。脊柱作为人体的中枢部位，其治疗作用可直接改

善人体大脑和全身的气血运行。在现代医学临床中，

督脉也常被应用于治疗不寐、眩晕、脑炎、癔病以及

中风后伴随症等心脑相关的内科疾病， 且取得了一

定的治疗效果。从现代解剖学角度看，督脉所处解剖

位置相当于脑脊神经系统， 而其所属穴位即分布于

脑、脊髓部位。故针刺穴位后信息较直接地传入中枢

神经系统内， 从而发挥其特异性神经—体液调节功

能

[9]

。 通过对人体的督脉即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从

而更好地达到治疗不寐的作用效果。

学 术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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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益肾调督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的优势

益肾调督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继承了针灸

治疗疾病的传统优势。 笔者认为该疗法既避免了因

长期服用镇静安眠药物所产生的耐药性及成瘾性，

又在治疗不寐疾病的过程中协调了脑、心、肾等诸多

脏腑间的相互关系， 在治标的同时又注重了对本的

顾护，从而真正地做到了治病求本，标本兼治的治疗

原则。

综上所述， 益肾调督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

具有经络学及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基于督脉对脑、

心、 肾的调节作用及肾与心、 脑相互联系的理论基

础， 运用该疗法治疗心肾不交型不寐具有其自身的

优势，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及继续深入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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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包容性、

开放性、创造性的地方文化氛围，促进了津沽脏腑推

拿名家及各个学术流派的学说不断汇集、薪传，最终

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津沽脏腑推拿疗法。 津沽脏

腑推拿疗法， 又称腹部推拿， 即医者于患者腹部施

术， 借助特定腧穴以及手法补泻， 调节人体脏腑经

络，从而达到祛病疗疾的目的。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金贵教授在

摘 要 腹部推拿作为津沽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推拿技艺，在天津地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 王金贵教授结

合现代科学研究，逐渐补充并完善了津沽腹部推拿理论，进一步阐释了冲脉的循行与气血阴阳表里的关系，在传统腹部

推拿基础上，运用“调冲通脉腹部推拿法”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紧张性头痛、广泛性焦虑症、疲劳综合征等功能性内科疾

病，疗效显著。

关键词 津沽推拿 调冲通脉 腹部推拿 内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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