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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多由饮食不节、情志所伤、体虚劳倦等引起

脏腑功能失调，导致火、湿、痰等病邪滋生以及气血、

阴阳亏虚，最终邪气上扰心神或心神失其濡养，致使

神不安宅。临床上多种急慢性病症，如神经官能症、

更年期综合征、脑震荡后遗症、高血压、肝病、甲状腺

功能亢进、贫血等均可出现失眠的临床表现[1]。章次

公作为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丁甘仁的学生，是我国

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国医大师颜德馨称其为

“高瞻远瞩，百年来第一人”[2]。本文将介绍《章次公

医案》[3]229 中辨治失眠医案 5 则，探讨其辨治失眠之

思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

1 医案拾粹

1.1 肝虚不寐案 梁男。夜难成寐，多梦，心悸，

古人以为肝虚，以肝藏魂故也。凡补肝之药，大多

有强壮神经之功能。明天麻9 g，杭白芍9 g，穞豆

衣12 g，大熟地12 g，当归身9 g，炙远志5 g，炒枣

仁9 g，抱茯神9 g，潼沙苑9 g，柏子仁9 g，黑芝麻

12 g。二诊 ：寐为之酣，悸为之减，但多梦则如故。

大熟地18 g，当归身9 g，杭白芍9 g，山萸肉9 g，五

味子5 g，菟丝子9 g，炙远志5 g，抱茯神9 g，潼沙

苑9 g，夜交藤12 g，左牡蛎30 g。另 ：首乌延寿丹

90 g，分十日服完。

通过医案中对“肝虚”的描述及以方测证，分析

该患者病情以肝阴肝血亏虚、肝阳上扰心神为基本病

机。肝阴不足，肝阳上扰，则神不安；肝血不足，则魂

不藏，导致失眠、多梦、心悸等一系列症状。初诊选用

熟地黄、白芍、当归、沙苑子、穞豆衣、黑芝麻以滋肝

阴、养肝血；考虑患者易眩晕，故以天麻平肝镇静；酸

枣仁、柏子仁、茯神、远志养心宁神。药后失眠、心悸

症情改善，二诊针对多梦如故，在原方的基础上增加

熟地黄用量，去穞豆衣、黑芝麻，加山萸肉、五味子、菟

丝子，去天麻，加牡蛎、夜交藤，同时配合中成药首乌

延寿丹，此方源自《世补斋医书》，补虚为主，兼去实

邪。二诊在上方基础上加补肾药，推断其有腰膝酸软

症状，故进一步加强补虚强壮、镇静安神作用。

1.2 胃不和不寐案 周女。病失眠已久，最近时时

作哕，苔白腻满布。因其以往叠用滋阴安神剂无

效，《内经》有云 ：“胃不和则卧不安”，当先从治胃

入手。炮附块9 g，大川芎9 g，姜半夏24 g，北秫米

12 g，香甘松9 g，炙甘草3 g，肉桂末1.8 g（分三次

吞）。注 ：服此方两剂，即得安寐。

章次公在运用滋阴安神方药无效基础上，从看似

与患者失眠主诉无关的“时时作哕”一症着手，结合

舌苔白腻，推断其还存在胃脘胀满症状，另辟蹊径，考

虑为“胃不和则卧不安”。脾阳虚不能运化水湿，痰湿

壅滞于胃，胃不和则卧不安；或胃有宿食，变生痰浊，

影响心神。湿为阴邪，方中以附子、肉桂振奋脾肾阳

气，推测患者喜温喜按，阳气充足则痰湿可化；半夏、

秫米和胃化痰，此二药出自《黄帝内经》半夏秫米汤，

半夏燥湿健脾，秫米益胃和中，并能遏制半夏毒性，两

药相和，调畅脾胃，疏通道路，引阳入阴[4] ；川芎为“血

中气药”，甘松醒脾畅胃、解痉定痛，为开郁镇静、安脑

助眠之良药[5]，两者相伍以调和脾胃气血；炙甘草和中

缓急。诸药配伍，阳气得复，痰湿得化，脾胃运化功能

恢复，心神即安，失眠亦随之好转。

1.3 阴阳失交不寐案 姚男。头昏，夜难安寐，口

干唇碎，服西药七、八月无效。每夜必饮水数次，否

则口干不可名状，影响睡眠。察其舌色淡白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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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脉沉细无力，不能以为热证而投凉。附块6 g，

生白术12 g，熟地30 g，五味子5 g，党参12 g，怀牛

膝12 g，麦冬12 g。二诊 ：很有效，口干没有从前严

重，夜寐也较安。原方去牛膝，加当归、枣仁。

根据“脉沉细无力”推测可能存在乏力症状，

“舌色淡白无华”推断其多面色萎黄，“口干、唇碎、每

晚渴饮”等躁证易误诊为热证而猛投凉药，章次公

认为此火非实火而为虚火，即肾元亏虚、阴阳失调、

心肾不交、心火内炽之象引发失眠，施以全真一气汤

治之。此方源于《冯氏锦囊秘录》，由别直参、麦冬、

五味子、熟地黄、江西术、淡附片、酒蒸怀牛膝组成，

何廉臣谓此方“功在于一派滋养阴液之中，得参附气

化，俾上能散津于肺，下能输精于肾。且附子得牛膝

引火下行，不为食气之壮火，而为生气之少火，大有

云腾致雨之妙，故救阴最妙”[6]。二诊见效，口干已

轻，夜寐较安，考虑腰膝酸痛已除，原方去牛膝，加当

归、酸枣仁补血益阴、养心安神，以巩固其疗效。

1.4 虚火不寐案 雷女。夜晚难以入睡，服安眠药

亦无济于事 ；偶尔入睡，则乱梦纷纭 ；因而白昼疲惫

不堪，每晚饭后则其精神特别兴奋。此属虚火。川

连3 g，黄芩6 g，生白芍18 g，阿胶30 g（分冲），枣

仁18 g，茯神18 g，鸡子黄二枚（分冲）。二诊 ：连

服五剂，失眠情况已有显著改善，晚上精神不如前

之兴奋 ；头胀，有时昏沉。枣仁30 g，川芎9 g，知母

12 g，茯神18 g，远志9 g，清炙草3 g。另 ：归脾丸

120 g，每睡前服9 g。

此案围绕“每晚饭后则其精神特别兴奋”一症

将失眠辨为虚火，首诊以黄连阿胶汤滋阴降火，佐以

酸枣仁、茯神养心安神。黄连阿胶汤出自《伤寒论》：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

汤主之”，方中黄连、黄芩苦寒泻火，使心气下交于肾，

白芍、阿胶、鸡子黄滋养肾阴，使肾水上济于心，以奏

阴阳相通、神有所归之效[7]。药后虚火一症显著改善，

改用酸枣仁汤加味（原方以茯神易茯苓，加远志）配

伍归脾丸以缓图治之。酸枣仁汤源自《金匮要略》，

主治“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养肝血、宁心神，知

母滋阴清热、除烦安神，茯神、远志以宁心安神、定悸

止惊，川芎调和气血，甘草和中缓急。诸药相伍，标

本兼治、养中兼清、补中有行，共奏养血安神、清热除

烦之效。归脾丸出自《医学六要》，丸者缓也，章次公

取汤药速效的同时，考虑患者平素多心悸怔忡、健忘、

食少体倦，配丸药益气健脾、养心安神以缓图。

1.5 产后不寐案 吴女。产后思虑劳烦，脑力受其

打击者良巨，以致辗转难以入眠。酸枣仁9 g，知母

9 g，煅牡蛎30 g（打），北秫米9 g，粉草2.4 g，大川

芎5 g，抱木神9 g，仙鹤草15 g，怀山药9 g，川雅连

0.6 g，上安桂0.6 g（研吞）。

依据“产后思虑劳烦”，章次公辨此为产后气

血不足，伴情志不畅，肝郁日久化火，上扰心神之失

眠，属虚实夹杂之象。治疗上除酸枣仁汤以外，考

虑其平素易乏力、出虚汗，配以仙鹤草、山药、秫米、

牡蛎以益气和胃、化痰安神，同时联合交泰丸。交

泰丸源自《韩氏医通》，用于治疗心肾不交、怔忡失

眠之证，方中取黄连苦寒，入少阴心经，降心火，不

使其炎上 ；取肉桂辛热，入少阴肾经，暖水脏，不使

其润下 ；寒热并用，水火既济，交通心肾。全方既

以患者产后气血多虚的体质状态为本，施以补益气

血、养心安神之药，又不忽视情志郁火所造成的影

响，补虚泻实，上中下三焦兼顾，引火归元，使神宁、

魂藏、魄静。

2 辨治探源

2.1 脏腑辨治——滋阴潜阳，兼重温阳 《黄帝内

经》中记载：“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

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

依据“乙癸同源、阴平阳秘”等中医传统理论，上述

医案中章次公立足脏腑辨治，认为病位多以心、肝、

肾为主，亦不离肺、胃，治疗上或偏于阴，或重于阳，

或阴阳兼顾；病性以阴虚为主，兼有阳亢，多从滋阴

潜阳着手，多使用鸡子黄、阿胶、白芍以滋养肝肾之

阴，以明天麻、穞豆衣平肝潜阳，少佐黄芩、黄连以清

泻肺胃火邪。当阳气不足时重视培补阳气，在对于

滋阴安神剂叠用无效时，不失为补充，与章次公所主

张的“根据实践经验，有些失眠患者，单纯用养阴、

安神、镇静药效果不佳时，适当地加入桂附一类温阳

兴奋药，每可奏效”[3]231 相一致。“服此方两剂，即得

安寐”即是该法疗效突出的说明。

2.2 气血辨治——养血安神，调和气血 心藏神，心

血充盈，则神得以宁；肝藏魂，肝血充足，则魂得以

安；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气血充足且舒达

调畅，则神魂得安，若气血乏源或气血瘀滞，则神魂

得不到濡养，从而影响睡眠。章次公常选用酸枣仁

汤养血安神，清热除烦；健脾不离补气，养心不离补

血，取归脾丸益气补血，健脾养心，使心血旺、脾气

壮，则神自宁。两方补益气血之外，常配伍川芎、木

香等以活血理气、通补结合、补而不滞。雷案二诊

更是将酸枣仁汤与归脾丸联合治疗以加强药效，可

见章次公尤其重视脏腑气血和合对于人体睡眠的重

要性。

2.3 中西结合，全面兼顾 从医案中关于对“凡补

肝之药，大多有强壮神经之功能”的简单描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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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章次公将现代药理学应用于失眠治疗，反映出

其对中西医理论的融会贯通。在雷案诊治中章次公

主张睡前服用归脾丸，体现出其将时间药理学应用

于失眠诊治过程中，是其治疗的一大特色。章次公

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同时亦注重剂量的变化、药味的

加减、合方的联用，可见其师古而不泥古。章次公还

重视“对药”的应用，“对药”有增效解毒之功如黄连

配肉桂以交通心肾，半夏配秫米以化痰和胃，川芎配

甘松以调和气血等。

3 结语

《章次公医案》未标明各味药物的剂量，国医大

师朱良春在《章次公医术经验集》[8]中标注的单位为

“克”，笔者在多番对比和临床实践后，亦认为以“克”

为单位符合章次公本意。针对失眠一疾，安眠药临床

疗效确切，但不良反应较多，且有一定的药物依赖性。

中医学以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为基本特点，自《内

经》开始便有关于“目不瞑”“不得卧”的论述，并且

在后世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失眠诊治的理法

方药不断完善。章次公医案用词简练易懂，且善于抓

主症、明主因，用药灵活，擅以调脏腑阴阳、气血治疗

失眠而取效，对临床诊治失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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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性早熟发病率呈逐

年升高趋势，成为儿科常见疾病[1]。引发性早熟的病

因中，松果体囊肿常常被忽视[2-3]。因松果体解剖位

置的特殊性，囊肿较小时临床治疗方案以促性腺激

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治疗与中医药治疗为首选[4-6]。中

医认为性早熟病位在冲任，与肝、脾、肾相关，若冲

任失调、肝失疏泄、脾失健运，则天癸早至，发为性

早熟，《素问·阴阳类论》中将肝作为五脏之首论述，

可见肝之疏泄在机体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小儿肝常

有余的生理特点，肝失疏泄是性早熟发病病机中不

可忽视的病理环节之一。我国北方地区因高寒气候

及以肥甘厚味为主的饮食结构使得性早熟患儿多以

“肝郁痰火”证发病，故而从肝论治，以疏肝解郁、清

热泻火、软坚散结为治则。

从肝论治松果体囊肿继发性中枢性女童性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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