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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在失眠治疗中历史悠久， 众多临床报道都证实了针灸

用于失眠的治疗取得 了 较 好 的 疗 效， 且 其 副 作 用 小， 值 得 推

广。 故笔者对针灸治疗失眠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系统评价， 为

临床治疗失眠提供治疗可靠的依据， 同时对针灸治疗失眠的穴

位选取做出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 入 标 准 来 源 于 中 国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cnki)2003-2013

年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 一般资料齐

全。 有或无随访， 有或无盲法不限。 研究对象： 符合中医或西

医失眠诊断标准的患者。 西医诊断标准：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

与 统 计 手 册 第 5 版 (DSM-IV)》 、 《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第 10 版

(ICD-10)》 及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发布的 《CCMD-3 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中关于失眠的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

标准： 以 201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标准》 关于不寐的诊断 依 据 为 标 准。 同 时 其 年 龄、 性 别、 种

族、 来源及疾病严重程度基线较稳定。 干预措施： ①治疗组予

针灸治疗， 对照组予药物治疗。 ②治 疗 组 予 针 灸 治 疗 + 其 他

疗法， 对照组药物 + 其他疗法。 ③治疗组予针 灸 治 疗 + 药 物

治疗， 对照组予药物治疗。 治疗组对症处理与对照组均相同。

结局指标： 以有效(临床治愈、 显效、 好转)和无效等作为疗效

判断指标。

1.2 排除标准 ①非随机对照试验； ②无对照试验； ③历史

性对照； ④病例 / 对照研究； ⑤动物实验研究； ⑥单纯描述性

研究。

1.3 评价标准 采用 2001 年国际感染论坛(ISF)提出的 Delphi

分级标准进行分级， 确定推荐建议的级别， 并且依据 Jadad 量

表评分对每篇文献进行打分。

1.4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Cochrane 协 作 网 提 供 的 Rev Man 5.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对计数资料采用比值比(OR)， 并且均用

95%可信区间(CI)表示疗效效应， 对各纳入文献进行异质性检

验若 P＞0.10、 I2≤50％为 无 统 计 学 异 质 性， 采 用 固 定 效 应 模

型进行 Meta 分析， 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2 研究结果

2.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方法学质量评价 见表 1。 共检索

出符合相关文献 204 篇， 对文献中的穴位建立数据库， 单人单

机输入数据， 全部输入完毕后第二人进行数据校对。 对失眠的

穴位采用 Excel 进行频数分析， 处方用穴的主要腧穴， 每篇文

献使用穴位记为一次。 使用频次 30 次以上的腧穴有 9 个， 分

别 为 神 门 (103 次 )、 三 阴 交 (84 次 )、 百 会 (82 次 )、 四 神 聪 (70

次)、 内关(51 次)、 安眠(46 次)、 照海(34 次)、 印堂(33 次)、 申

脉(31 次)， 其 中 十 四 经 穴 6 个， 经 外 奇 穴 3 个。 通 过 阅 读 标

题、 摘要和全文， 排除非临床试验， 非对照试验， 个案报道，

专家经验等， 剔除重复文献后最终纳入文献 27 篇。

2.2 综合疗效评价 见图 1、 图 2。 本次研究采取二分变量即

总有效率和无效率采集数据来评价针灸治疗失眠的临床疗效。

共纳入病例 2430 例， 试验组 1377 例， 对照组 1053 例， 阳性

结 果 分 别 为 ： 1293 例 和 793 例 。 异 质 性 检 验 的 P＜0.01，

I2=83%， 纳入文献同质性欠佳，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 行 Meta

分 析 。 分 析 结 果 ， 合 并 效 应 量 RR 合 并 =1.25， 95% CI 为

(1.21， 1.30)， 合并效应量的检验， Z=11.26， P＜0.01。 结果表

明， 针灸治疗失眠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2.3 文献偏倚分析 对纳入研究的试验绘制漏斗图进行分析，

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图形 不 对 称， 纳 入 研 究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偏

倚， 结论可靠程度欠佳。 这主要与统计学没有显著差异的文章

较难发表有关。

2.4 不良反应分析 在观察了不良反应的试验中， 均有提到

针灸不适感。 试验组不良反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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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干预措施 有效(例)

不良反应
方法学质量评价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随机方法 盲法 失访 / 退出

何俊[1] 201 3

黛 力 新 + 劳 拉 西 泮

+ 复 方 中 药 方 剂 安

神汤口服 + 针灸

黛 力 新 + 劳 拉 西 泮

+ 复 方 中 药 方 剂 安

神汤口服

60 56 60 50

嗜睡、 头痛、 头晕、

口 干 、 恶 心 呕 吐 、

腹泻等

～ ～ ～

陈耀辉[2] 201 3 针灸 舒乐安定 40 36 40 22 ～ ～ ～ ～

蔡小莉[3] 201 3 针刺
舒乐安定 / 安定 / 七

叶神安
78 76 24 20 ～ ～ ～ ～

李佩芳[4] 201 3 针刺 舒乐安定 50 46 50 39 ～ ～ ～ ～

夏筱方[5] 201 2 针刺 舒乐安定 42 40 40 27 ～ ～ ～ ～

刘慧敏[6] 201 2 针刺
阿 普 唑 仑 + 维 生 素

B1

30 29 30 22 ～ ～ ～ ～

王福海[7] 201 2 针刺 + 酸枣仁汤 算找仁汤 30 30 30 27 ～ 随机数字表 单盲 ～

王莉莉[8] 201 2 针刺 舒乐安定 30 28 30 26 ～ 随机数字表 ～ 有

俞冬生[9] 201 2 针刺 舒乐安定 30 28 30 22 ～ 随机数字表 ～ ～

张治强[10] 2011 针刺 思诺思 30 26 30 22 随机数字表 ～ ～

罗建武[11] 2011

予 劳 拉 西 泮 + 多 塞

平 + 中 药 解 郁 安 神

颗粒口服 + 针刺

予 劳 拉 西 泮 + 多 塞

平 + 中 药 解 郁 安 神

颗粒口服

50 45 50 41
嗜睡、 头痛、 头晕、

口干、 鼻塞
～ ～ ～

苏东[12] 201 1 针刺 舒乐安定 39 38 37 34

晕 针 ， 对 照 组 有 3

例出现头痛， 2 例出

现头昏， 2 例出现乏

力， 1 例 出 现 恶 心，

2 例出现嗜睡

～ ～ ～

孙兆元[13] 201 0 针刺 舒乐安定 40 37 40 29 ～ ～ ～ 有

李新艳[14] 201 0 针刺 舒乐安定 30 28 30 25 ～ ～ ～ ～

景宽[15] 201 0 针刺 安定 30 29 30 28 ～ ～ ～ ～

陶红星[16] 2009 针刺 舒乐安定 58 49 56 47 ～ ～ ～ ～

周艳丽[17] 2009 针刺 舒乐安定 40 38 40 23 ～ ～ ～ ～

郭爱松[18] 2009

罗仁瀚[19] 2008

王欣[20] 2008

杨自威[21] 2008

何庆勇[22] 2007

杨军[23] 2006

李滋平[24] 2006

潘秋兰[25] 2005

侯春英[26] 2005

张洪[27] 2003

思诺思 + 针刺

针刺

针刺

针刺

中药内服 + 针刺

针刺

针刺

针刺

针刺

针刺

思诺思

舒乐安定

舒乐安定

舒乐安定

中药内服

酸枣仁汤

舒乐安定

舒乐安定

舒乐安定

氯硝西泮

23

30

50

86

33

45

110

56

150

87

21

27

47

82

30

41

1 09

54

141

82

22

30

28

74

31

45

45

56

40

45

1 1

21

1 3

57

24

32

24

53

1 8

37

～

～

～

～

～

～

～

～

～

～

～

随机数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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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中医学认为失眠的病因不外久病体虚、 劳逸失调、 饮食失

节、 情志所伤， 其中以情志所伤最为常见。 纵观古今， 失眠的

病机多为阴阳失交、 营卫失调、 五脏功能失调。 尽管对失眠的

病机认识各不相同， 但 比 较 统 一 的 意 见 是 阴 阳 失 调 是 失 眠 之

本， 营卫学说中， 营属阴， 卫属阳， 营卫的正常运行阴阳调和

的具体表现， 营卫失常营养失调则见失眠， 故卫气失其常则昼

不精， 营气失其常则夜不暝也。 五脏学说更是强调脏腑自身的

阴阳协作及脏腑之间的阴阳协调。 《灵枢·根结》 云： “用针

之要， 在于知调阴与阳， 调阳与阴， 精气乃光， 合形于气， 使

神内藏。” 所以针灸治疗失眠的关键在于根据症状的不同有所

侧重地调节阴阳， 使阴阳自和则机体趋于稳态， 顺应大自然变

化， 达到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恢复正常的睡眠。

由本次统计可看出， 神门为治疗失眠最常用的穴位。 失眠

病位多在心， 《素问·至真要大论》 有云： “病本于心。 神门

绝， 死不治。” 神门为心之原穴， 心之原气在神门穴驻留， 通

过针刺神门可使心之原气均衡输布， 而心有所养， 神有所主。

现代研究发现， 通过电针神门穴增加脑内 5-HT 的释放 [28]。 内

关为心包经之络穴， 心包为心之外膜， 心主神明， 故可针刺内

关以宁心， 同时内关、 神门位于睡眠黄金三角， 常可搭配一起

治疗失眠。 三阴交为足太阴脾经腧穴， 为肝经、 肾经、 脾经交

会之处， 脾经分支从胃别出， 上行注入心中， 故三阴交亦常用

于失眠的治疗。 三阴交能同调三阴经经气， 滋阴而潜阳， 引阳

适时而入阴， 卫气归于营气， 昼精也夜寐。 三阴交搭配神门穴

治疗失眠， 能通调五脏之气， 滋阴潜阳， 使营卫运行正常。 百

会为督脉之穴， 又名 “三阳五会”， 手足三阳经和五脏六腑之

气血皆在巅顶百会穴汇合， 对于阳气亢盛所致失眠， 可用泻法

刺以制阳， 亦可配合针刺涌泉、 太溪等穴引阳下行， 从而达到

镇静安神之效。 长期以来， 失眠多责之阳盛阴衰， 阴阳失调，

但结合现代人体质， 喜食生冷， 久坐空调房等现象， 阳虚失眠

的患者亦不在少数， 临床上多采用温针灸， 益阳和阴， 安神定

志。 百会前、 后、 左、 右各开 1 寸处四个穴为四神聪， 其前后

两穴均在督脉的循行路线上， 左右两穴则紧靠膀胱经， 督脉贯

脊属肾， 膀胱经络肾贯心， 督脉之气通于元神之府， 故针刺四

神聪也可治疗神志疾病。 申脉穴与照海穴是临床上治疗失眠常

用的配伍， 两穴均为八脉交会穴， 申脉通阳跷脉， 照海通阴跷

脉， 阳跷主一身左右之阳， 卫气盛则目张不欲睡， 阴跷主一身

左右之阴， 营气盛则目闭欲睡， 以泻申脉、 补照海， 能调整阴

阳盛衰， 阴阳和则寤寐有度。 印堂穴经外奇穴之一， 位于督脉

之上， 与任脉相通， 任督二脉对十二经脉起到沟通的作用， 故

针刺印堂亦可调节一身阴阳之气， 且印堂位于两眉头连线的中

点， 居头部， 通脑窍， 对失眠患者起到安神作用。 安眠穴是经

外奇穴， 是临床观察到治疗失眠最有效的穴位之一。 位于阴阳

跷脉分布循行所过之处， 能够沟通阴跷阳跷脉经气运行， 具有

养心安神、 镇静催眠之功。

针灸治疗失眠简便易行、 安全性高、 副作用小， 越来越得

到关注， 但是本次文献分析发现本次系统评价纳入研究质量偏

低， 存在方法学上的缺陷， 同质性欠佳， 大多数试验未随访，

对失眠的远期效果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降低了研究的验证强

度， 往后仍需大样本的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针灸治疗失

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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