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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亦称“不寐”，以入睡困难或睡后易醒，严

重者甚至彻夜不眠为主要表现。 目前针对失眠的治

疗方法可分为药物疗法、非药物疗法两大类

[1]

。 推拿

属于非药物疗法。 在推拿临床治疗中，医者往往根

据失眠的不同证型、临床表现选用腧穴，不仅收到

一定的临床疗效，也体现出了不同推拿流派或师承

的特色。 我们检索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

2005

年至

2014

年推拿治疗失眠的期刊论文， 对其

中腧穴的应用进行了整理研究，希望能找出推拿治

疗失眠的取穴规律。

1

文献收集

1.1

文献来源 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

CNKI

）

2005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期间与推

拿治疗失眠相关的文献，检索以“推拿”或“手法”或

“按摩”与“失眠”或“不寐”与“穴位”或“腧穴”或“经

穴”为关键词。

1.2

文献选择 从检索到的文献中选取推拿、按摩

治疗失眠相关腧穴的文献。

1.2.1

纳入标准 （

1

）来源数据库以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及中国

重要会议全文数据为主。 （

2

）有固定的经穴选择的

临床方法及实验研究。 （

3

）推拿专家的经验总结。

1.2.2

排除标准 （

1

）来源数据库：特色期刊、中国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

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

2

）文献：西医

类文献、临床体会、康复类文献，由其他基础疾病引

起的失眠，复合手法治疗失眠相关文献，文献综述

与系统评价以及内容相近重复的文献。

1.3

文献提炼 共检索到文献

361

篇，根据纳入标

准， 共选用文献

24

篇。 其余根据上述排除标准排

除。

2

文献分析

2.1

腧穴选择 高晓东

[2]

运用推拿点穴辨证治疗失

眠症患者，对

116

例不同证型患者运用辨证取穴的

方法均取得满意疗效。 心脾两虚型取穴包括心俞、

脾俞、厥阴俞、胃俞，有效率

100%

；阴虚火旺选择肾

俞、命门、涌泉、太溪、太冲，有效率

97%

；心虚胆怯

选取心俞、胆俞、大陵、丘墟，有效率

100%

；肝郁化

火选取肝俞、行间，有效率

100%

；痰热内扰选取脾

俞、心俞、胃俞、足三里、丰隆，有效率

100%

。 其中以

心脾两虚、阴虚火旺治愈率最高，分别为

24%

、

21%

。

周静

[3]

以一指禅推拿手法“引阳入阴”治疗失眠，重

点作用于印堂、百会等头部腧穴，治疗后以

PSQI

进

行测评，评分优于口服药物治疗的对照组。 庄保云

[4]

以穴位按摩手法治疗肝郁化火失眠患者，以疏肝解

郁、清热安神为治疗原则，按揉风池、阳陵泉、太冲、

行间， 总有效率

90.6%

。 风池穴一则解肝经上扰之

郁，二则与行间表里配穴，共清泻肝热。 庞军等

[5]

以

疏肝健脾为治疗原则贯穿推拿治疗肝郁脾虚型亚

健康状态患者的治疗始终，重点推拿肝俞、胆俞、脾

俞、膻中和足三里穴，达到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的治

疗目的。 对照组以常规推拿治疗。 在疗效对比中发

现疏肝健脾推拿法总有效率高于常规推拿治疗，疲

劳感及失眠情况明显改善。 李增图等

[6]

以掌振神阙

法治疗心脾两虚型失眠患者，有效率

86.67%

，痊愈

率

16.67%

。 对照组采用常规推拿手法 ， 有效率

摘 要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

2005

年至

2014

年推拿治疗失眠的期刊论文，对符合文献纳入标准的

24

篇论文中的

90

个腧穴的应用进行文献研究，总结临床推拿治疗失眠的取穴规律为：（

1

）腧穴选择：在

90

个腧穴中，印堂、

心俞、风池、脾俞、太阳、肝俞、百会

7

穴出现

15

次及以上，定义为高频腧穴；神庭、肾俞、足三里、三阴交、神门、胃俞、睛

明、关元、内关等

9

穴出现

10

次以上，定义为常用腧穴；（

2

）腧穴归经：

90

个腧穴分属

13

条经络，按腧穴频次高低归经顺

序为足太阳膀胱经、督脉、任脉、足少阳胆经、足阳明胃经；（

3

）腧穴部位：

90

个腧穴主要分布于人体的头部、背部和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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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痊愈率

13.33%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

治疗组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占优。 认为神阙可调先

后天之气，通过掌振法可使得任脉同于督脉，达到

平衡阴阳、醒脑通窍的目的，并且刺激胃肠蠕动，在

操作过程中联动作用于腹部肾经， 调节内分泌，提

高大脑机能。

兰天等

[7]

指导患者自我指压穴位按摩治疗失

眠，根据

5

种不同证型选择腧穴，四神聪、三阴交、

神门为通用穴 ， 在此基础上辨证加穴 ， 有效率

92.0%

，在入睡潜伏期、睡眠时间、觉醒次数方面都

明显改善，优于对照组口服西药治疗，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李志永

[8]

提出推拿治疗失眠注重补泻手法

的运用，按肝郁化火、心肾不交、心脾两虚、痰热内

扰

4

种证型选用不同的补泻手法及其相应的腧穴，

如“肝郁化火患者，以拇指泻法，拨揉膀胱经俞穴；

泻法，用拇指尖重点华佗夹脊穴

3～5

次，泻法点揉

膻中 、神门 、内关穴 ，拇指补法 ，点揉肾俞穴

3

分

钟。 ”白伍泉等

[9]

辨证选穴治疗失眠，提出不同腧穴

的具体操作手法。 如至阳穴以按揉法加振颤法使患

者全身有轻微的震动感， 发挥至阳穴的升阳益气、

气行血行的功能，心俞、脾俞、膈俞、胃俞、肾俞均以

二指禅揉法，深透有力，使患者感到酸胀热等感觉

从而发挥腧穴的补益作用。

2.2

经络选择 在睡眠状态研究方面，柳汉杰等

[10]

以多导睡眠图（

PSG

）分析抓痧安神法推拿干预失眠

患者，发现睡眠结构比例失衡状态改变，膀胱经与

督脉作为主要治疗经络，在

PSG

的分析中发现多项

参数明显变化，尤其在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睡眠

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 抓痧安神结合刮痧、推拿疗

法，除了可缓解失眠还可缓解局部肌肉的痉挛和组

织粘连，且通过抓痧加快局部血液循环。贺旭林

[11]

采

用经穴推拿手法，刺激头面部腧穴、背俞穴，头部的

足少阳胆经、督脉，总有效率

95.9%

，明显优于常规

推拿组，并可缓解睡眠不足引起的头痛、头晕、注意

力不集中等症状。 李成人

[12]

在不同推拿方法治疗失

眠的临床对比中发现，在常规推拿治疗基础上加推

足三阴经治疗效果优于常规推拿， 两组各

40

例患

者中，加推足三阴经组的临床治愈率、显效率高于

常规推拿治疗组。 认为失眠与心、脾、肾、肝关系甚

为密切，心神不宁为标，脾、肝、肾之不足为本。 肾阴

不足，肝阳亢盛等脏腑失调，阴阳失衡，导致心神失

养，通过对足三阴经上穴位的刺激 ，补肝肾、健脾

胃、滋水涵木从而达到水火既济的目的。

2.3

部位选择 刘幸

[13]

推拿点穴治疗心脾两虚型

失眠患者，以调理脏腑、镇静安神为治疗原则。 依次

施术于患者头部、下肢、背部、肩部。 心脾两虚者加

华佗夹脊、心俞、胃俞等腧穴。 认为推拿作用于头部

可以使毛细血管扩张，脑部血流量增加，脑的血液

循环得到改善。黄曼博

[14]

按摩治疗阴虚火旺型失眠，

在头部循经、背部膀胱经、督脉按摩。

1

个月后与口

服天王补心丹的对照组进行

PSQI

积分对比， 发现

两组均较治疗前改善， 而按摩手法组改善明显，与

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治疗

3

个月后随访发

现 ， 治疗组有效率为

89.1%

， 对照组有效率为

63.6%

。 头部循经按摩、点穴可安神定志，疏通阳经

的气血，腹部推拿可使心火下行，补益肾阴，操作时

采用先俯后仰、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有利于潜阳

入阴，交通心肾。周运峰等

[15]

以头、腹、背三部推拿治

疗心脾两虚型不寐，提出“调畅气机而安神”的观

点，从而通畅气血，调整脏腑，平衡阴阳，安神定志，

有效解除失眠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以及失眠导

致的焦虑及抑郁状态。 观察

PSQI

、焦虑量表（

SAS

）、

抑郁量表 （

SDS

） 治疗前后的数据都明显优于对照

组。 刘鹏

[16]

、赵铎

[17]

二人均以腹部推拿为重点治疗失

眠患者。 刘鹏采用健脾安神法作腹部推拿可直接影

响冲、任、督、带四脉的功能，从而影响十二经脉与

脏腑，直接调节与失眠最密切的心、脾，平衡气血阴

阳。 赵铎采用通脉调神法，以按腹、揉腹、运腹、推腹

手法作用于腹部的中脘、天枢、气海、关元及腹部局

部腧穴，从多导睡眠图（

PSG

）、

PSQI

、心理健康症状

自评量表（

SCL-90

）、实验评价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实验结果皆优于西药组。 认为腹部手法操作可运脾

胃、补肝肾、调理任督冲三脉，并发现通过推拿腹部

可改善睡眠相关的

5-

羟色胺在血中的含量。

3

文献数据整理

3.1

腧穴使用频次 我们采用

Excel 2007

对符合

纳入标准的

24

篇文献中的腧穴作了统计分析

[2-25]

。涉

及腧穴（不分单双穴）共

90

个，总计出现

424

个频

次。 我们将腧穴频次出现

15

次以上者定义为高频

腧穴，共

7

个，占全部腧穴

7.78%

。其中印堂、心俞的

频次最高，分别为

22

频次、

21

频次，风池、太阳、脾

俞均

18

频次，肝俞

16

频次，百会

15

频次。 将出现

10～14

个频次者定义为常用腧穴，共

9

个，占全部腧

穴

10.00%

，其中神庭、肾俞、足三里均

13

频次，三阴

交、神门、胃俞

12

频次，睛明

11

频次，关元及内关

10

频次。 余为各家的经验腧穴，共

74

个，占全部腧

穴

82.22%

。

3.2

腧穴归经 上述

90

个腧穴分属

13

条经络，除

手太阴肺经外的十四经脉均有腧穴分布。 将

90

个

腧穴按所属经脉归类，以经脉纳入腧穴多少排序依

次为 ： 足太阳膀胱经 （腧穴个数 ：

20

， 百分比 ：

22.22%

）、督脉（

20

，

22.22%

）、任脉（

9

，

10.00%

）、足少

阳胆经（

9

，

10.00%

）、足阳明胃经（

9

，

10.00%

）、足少

阴肾经（

6

，

6.67%

）、手少阴心经（

4

，

4.44%

）、足厥阴

肝经（

4

，

4.44%

）、足太阴脾经（

3

，

3.33%

）、手少阳三

焦经（

3

，

3.33%

）、手阳明大肠经（

2

，

2.22%

），手厥阴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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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经（

1

，

1.11%

）。 所属经脉按照腧穴频次高低排

序依次为： 足太阳膀胱经 （

120

个频次， 百分比：

28.30%

）、督脉（

46

，

10.85%

）、任脉（

38

，

8.96%

）、足少

阳胆经（

34

，

8.02%

）、足阳明胃经（

33

，

7.78%

）、手少

阴心经（

24

，

5.66%

）、足厥阴肝经（

17

，

4.01%

）、足少

阴肾经（

15

，

3.54%

）、足太阴脾经（

14

，

3.30%

）、手少

阳三焦经（

9

，

2.12%

）、手阳明大肠经（

4

，

0.94%

）、手

太阳小肠经（

2

，

0.47%

）、手厥阴心包经（

2

，

0.47%

）。

上述腧穴中有

7

个腧穴属于奇穴，共出现

66

次。

3.3

腧穴部位 将上述

90

个腧穴分为头部、背部、

胸腹、上肢及下肢

5

个部位，分别统计其所用腧穴

数量，发现头部腧穴占

37.78%

，下肢占

24.44%

，背

部占

20.00%

，胸腹占

11.11%

，上肢占

6.67%

。 进一

步统计各部位腧穴的频次，发现头部腧穴的频次占

41.04%

，背部占

26.18%

，下肢占

16.04%

，胸腹和上

肢分别为

10.38%

和

6.37%

。 表明在推拿治疗失眠的

取穴中头部腧穴的数量或频次均居首位。

4

讨论

推拿治疗失眠的腧穴选择有一定的规律。 印

堂、太阳、风池、百会

4

穴位于头部，推拿可抑制大

脑过度兴奋性， 亦可缓解因失眠带来的头晕等不

适。 高频腧穴中的印堂为奇穴，百会属督脉，背俞穴

与督脉之百会，眉心之印堂配合平衡阴阳，协调脏

腑，亦可行气行血。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病

治阳”，故背俞穴可治五脏疾患，且归属足太阳膀胱

经，足太阳之脉其直者从巅入络脑，与督脉相交。

经络选择以背部的足太阳膀胱经、 督脉为主，

督脉为阳脉之海，统领一身之阳气，足太阳膀胱经

络肾经与阴阳蹻脉相关， 对于眼睑开阖有调控作

用。 特别是睛明穴亦是推拿治疗失眠的常用腧穴，

为五脉之交汇，为足太阳膀胱经之第一穴，阴阳二

气始发之处。

推拿部位选择以头部、下肢、背部为多。

7

个高

频穴有

4

个位于头部。 头部为推拿治疗失眠最重要

的部位，不仅可通过头部腧穴的刺激、经络的疏通治

疗失眠， 并可通过相应手法操作缓解因失眠所带来

日间功能下降的情况。下肢腧穴集中于足太阴脾经、

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加强足三阴经络的推拿可

调整相关脏腑，平衡脏腑阴阳。 《内经》最早提出营卫

运行失序导致失眠，卫气循行于十二脉，温分肉而肥

腠理，“经脉十二者，伏行于分肉之间”，经督脉出入

阴阳，至夜由督脉汇入肾经，王永泉等

[26]

认为背部推

拿治疗失眠可从营卫的角度考虑， 通过刺激背部督

脉及足太阳之脉及缓解背部肌肉紧张状态， 使营卫

出入离合有常，五脏气化有序，达到治疗目的。

整理文献时我们发现失眠的证型有不统一性，

其中心脾两虚、肝郁气滞为“共识证型”，心脾两虚

型的推拿治疗宜选用心俞、脾俞、中脘、足三里穴，

肝郁气滞型选用行间、太冲穴。 在治疗时应注意平

日生活起居、合理饮食、适度运动，避免劳累等。

因此，我们可以在临床治疗中，按照背部、下肢

俯卧位，头部仰卧位的顺序进行推拿，推拿治疗时

的腧穴选择以高频腧穴、常用腧穴为主，辨证论治

进行配穴的选择。 先在俯卧位作背部及下肢推拿，

以风池、心俞、脾俞、肝俞、肾俞、足三里等为重点，

背部足太阳膀胱经及督脉为重点推拿的经络；仰卧

位推拿头部时以印堂、百会、四神聪等腧穴为重点。

常用手法以柔和的按揉法、掌摩法、一指禅推法等

手法为主。 治疗时间上，临床推拿治疗失眠经验多

以下午及睡前治疗为最佳，加之患者亦可在睡前进

行自我按摩，按揉太阳、印堂、百会、睛明等头部腧

穴，辅以摩腹和掌擦足底涌泉穴。

有些医家根据古典学说或以不同推拿流派选择

治疗失眠的腧穴或部位。 如王继红等

[27]

根据病人就

诊时间按照“灵龟八法”选穴和经络。 邱智兴等

[28]

总

结夏惠明教授内功推拿治疗失眠之经验，强调整体，

辨证治疗，虚实结合。 选取头部穴位如百会、四神聪

等以内功推拿手法操作之， 并施加有内功推拿特色

的推桥弓。 伦轼芳

[29]

、沈飞珍等

[30]

应用足部反射区按

摩法治疗失眠。 伦轼芳以足底按摩与全身推拿治疗

亚健康状态作对比，足底按摩在疲劳感、失眠改善方

面占优。 沈飞珍则以主要反射区（大脑、小脑、脑干、

额窦）及腹腔神经丛为重点，发现在对失眠症患者健

康宣教的基础加上足底按摩，疗效显著。

概而言之，推拿治疗失眠在临床治疗中有其特

定的选穴规律，在手法治疗时十分值得注重。 但我

们在研究文献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如推拿治疗失

眠的临床报告大多缺乏循证医学的支持，无随机双

盲对照。 另外，其疗效评价指标不统一。 本文研究的

单纯性失眠，其病因多为精神因素，故在评价体系

中应同时考虑心理指标的评估。 有个别文献中采用

了焦虑量表、抑郁量表，不仅对睡眠质量同时对心

理健康程度也有一定的评估价值，建议采用。 本文

以腧穴的选择为研究重点， 尚未作不同选穴方法、

不同流派的选穴特色的临床比较，今后可以疗效为

参考进行评价，继续深入研究推拿治疗失眠的选穴

特色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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