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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眠亦称不寐,首载于《内经》,称“目不明”“不得

卧”,《难经》始称不寐[1],主要以睡眠时间、睡眠深度

及睡眠质量不能满足机体日常需要为特征[2]。失眠

临床表现为入睡困难、寐而易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部
分患者时寐时醒,严重者整夜不能眠[3]。长期失眠不

仅使患者日间功能下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

作,甚至还会导致身体机能紊乱,引发全身性躯体疾

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等[4-5],而且这类人群患上焦虑

和抑郁症的概率也会上升[6]。药枕是通过在枕芯中

填充中药,以达到保健或治疗疾病的目的。现代研究

认为,药枕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吸收药

物有效成分[7]。药枕中的挥发物质在头部的自然重

压及体湿的作用下缓慢释放,通过吸入药物有效成分

进入血液循环而发挥作用,即古代医家华佗所提到的

“闻香祛病”之理。本文对药枕治疗不寐的研究现状

进行回顾性分析和总结,并分析其不足,以期为不寐

的治疗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1 不寐的中医分型

  传统医学将不寐分为五型:肝火扰心证、痰热扰

心证、心肾不交证、心脾两虚证及心胆气虚证。(1)肝
火扰心证:忧怒伤肝,肝失条达,气郁化火,上扰心神

则不寐;肝气犯胃则不思饮食;肝郁化火则急躁易怒;
肝火乘胃,胃热则口渴喜饮;火热上扰,故目赤口普;
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弦数均为热象。
(2)痰热扰心证:宿食停滞,积湿成痰,因疾生热,痰热

上扰,心烦不寐;痰湿壅遏于中,气机不畅,胃失和降,
故见胸闷、恶食暧气或呕恶;清阳被蒙,故头重目眩;
苔黄,脉滑数为痰热、宿食内停之征。(3)心肾不交

证:肾阴不足,不能上交于心,心肝火旺,虚热扰神,故
心烦不寐,心悸不安;肾精亏耗,髓海空虚,故头晕、耳
鸣、健忘;腰府失养则腰酸;精关不固,故而梦遗;口干

津少,五心烦热;舌红、脉细数均为阴虚火旺之象。
(4)心脾两虚证:心脾亏虚,血不养心,神不守舍,故多

梦易醒、健忘、心净;气血亏虚,不能上奉于脑,清阳不

升,故头晕目眩;血虚不荣,故面色少华,舌淡;牌失健

运,则饮食无味;血少气虚,故肢倦神疲,脉虚弱。(5)

心胆气虚证:心虚则心神不安,胆虚则善惊易恐,故多

梦易醒,心净善惊;气短倦怠,小便清长为气虚之象;
舌淡、脉弦细均为气血不足之表现。
2 药枕治疗不寐的现状

2.1 药枕联合耳穴治疗不寐 卓小萍等[8]对胸痹心

痛病不寐患者应用耳穴埋籽联合中药药枕的方法进

行治疗。耳穴取穴心、脑、交感及神门;用镊子将王不

留籽贴于相应穴位上,按压相应穴位1~3min,每天

按压3~5次,3d更换1次,两耳交替进行,每4次为

1个疗程。用决明子、菊花、蚕沙、夜交藤共研细末,装
入枕芯,每晚睡前置于患者枕部,每次6h以上。此方

法的有效率为95.0%。
汤娟娟等[9]亦用芳香中药药枕联合耳穴压贴对

卒中后抑郁患者进行干预。取穴神门、肝、肾、心、脑
穴,将粘有王不留籽的胶布贴于上述耳穴上,按压穴

位1~2min,每天按压3次。将香附、郁金、石菖蒲、
玫瑰花、月季花、玳玳花、绿梅花、佛手花,香附、郁金、
石菖蒲研粗末,五花取原生态干草制成药枕,使用前

将药枕用电热恒温培养箱加热至55℃,再将药枕放

置于普通枕头正中,横垫在患者后项及枕部。共干预

4周,此方法对此类患者效果较好。
尹会玲[10]采用自制睡眠枕联合耳穴埋籽治疗慢

性失眠。用夜交藤、柏子仁、沉香、木香、丁香、石菖蒲

等制成睡眠枕。耳穴埋籽选穴:皮质下、交感下、内分

泌、神门等,每次按揉3~5min,双耳交替进行,隔天1
次,5~7d 为 1 个 疗 程。此 方 法 男 性 有 效 率

为86.5%,女性有效率为93.0%。
仇英萍等[11]针对4种不同类型的老年不寐患者,

分别采用不同药方的中药枕联合不同穴位进行耳穴

压豆。药枕每晚睡前置于患者枕部,每次6h以上;穴
位按压2min,每天3~5次,双耳交替进行;同时治疗

2周后,失眠症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2.2 药枕联合中药方剂治疗不寐 张文涛等[12]采用

浴足联合中药枕的方法干预失眠症,取腿浴不寐方

(药物组成:磁石、威灵仙、夜交藤晒干或烘干研成细

末),在腿浴机中加入2000mL开水冲泡,待水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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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5℃左右浸泡双腿,1次/天,每次20~30min。
配合安神药枕(组方:决明子、野菊花、夏枯草等晒干

或烘干研成粗末,装入枕芯中制成药枕),使用时将药

枕置于患者枕部即可,3~5d更换1次药物,治疗3
周,总有效率为86.7%。

范雪峰[13]研究显示,采用药枕结合中药内服治疗

顽固性失眠。采用百合、红景天、熟地、茯神、生牡蛎

等,大枣为药引;每天1剂,水煎服。另用磁石粉、石
菖蒲粗粉、蝉蜕、花生叶、合欢花制成药枕,每晚垫此

枕头睡觉。2周为1个疗程,连续3个疗程。该方法

总有效率为94.4%。
吴成杰等[14]也提出,使用药枕外用、汤剂内服的

方法来治疗失眠。使用夜交藤、合欢皮、酸枣仁、五味

子粉碎成粗粉,混合均匀,填充棉质药袋内,20d为1
个疗程,共3个疗程。结合重镇安神剂朱砂安神丸或

滋养安神剂酸枣汤,服用7剂,治疗有效率为95.7%。
2.3 药枕联合其他穴位治疗不寐 刘畅[15]采用药枕

加涌泉穴贴敷对失眠者进行治疗。用冰片、檀香、灯
芯草、远志、夏枯草、生龙骨等研成粗末拌匀后,装入

缝好的布枕中,每晚睡觉枕用。黑附片、吴茱萸打成

粉后混匀,取药粉3g用醋调成药糊,每晚临睡前用温

水泡脚后,将药糊贴敷在2个脚心的涌泉穴处。两种

方法同时使用,均治疗1个月。该方法治疗总有效率

为88.2%。
张晓峰等[16]使用安神枕配合脐贴治疗失眠。用

白菊花、合欢皮、夜交藤、茯神、生牡蛎等研成粗粉,拌
匀,装入一长方形布袋制成安神枕;每晚当睡枕用,10
d为1个疗程。用肉桂、吴茱萸、朱砂、琥珀研成细末,
用凡士林调成软膏状,每次用黄豆大小,置于创可贴

上,贴于患者脐部,每天换药1次,10次为1个疗程,
共治疗2个疗程。该方法治疗有效率为81.0%。

曹玉琴[17]亦用药枕联合神阙穴贴敷来治疗不寐,
其中药枕处方为:柏子仁、菊花、夏枯草、蚕沙等拌匀,
装入枕头套;每晚枕用,10d为1个疗程。将黄连、朱
砂、当归等研末加蜂蜜调成直径1cm大小,厚薄适中

的圆形药饼,放于3cm×4cm一次性伤口敷贴上制

成安神散穴贴,对准神阙穴贴敷,持续贴敷4~6h;1
次/天,睡前贴敷,5d为1个疗程,共2个疗程。该方

法治疗总有效率为90.0%。
周光珍[18]采用安神枕配合温针灸治疗失眠也取

得了一定效果。将灯芯草、丁香,菖蒲、远志、檀香等

研制成粗末,拌匀,装入一长方形布袋中制成安眠枕,
每晚当睡枕用,10d为1个疗程。取穴:印堂、安眠、
神门等,每次选4~5个穴位,毫针刺法,实证泻法,虚
证补法;针刺得气后取艾条一段置于针柄上,从下方

点燃,施以温针灸,神阙穴只灸不针。1次/天,每次

30min,10d为1个疗程。治疗30例,痊愈11例,有
效13例。该方法总有效率为80.0%。
2.4 多种方法联合药枕治疗不寐 谢海娟等[19]利用

耳穴贴压及中药泡脚联合药枕的方法治疗失眠。用

王不留行耳穴贴压,主穴神门、心、皮质下等,配穴脾、
耳尖和神经衰弱点等;常规按压更换。以金银花、薄
荷、蚕沙、决明子、竹茹、薰衣草制成的药枕每晚垫此

睡觉。并配以药方为红花、磁石、黄芩、柏子仁、当归、
夜交藤等的中药浴足,同时加以三阴交穴、太溪穴、涌
泉穴等穴位的按摩。以上治疗均进行6周。共治疗

48例,治愈18例,有效24例,总有效率为87.5%。
沈萍[20]在治疗失眠中有所体会:失眠患者白天服

用合理的药膳,如百合糯米粥、人参山药粥等;晚上用

温水泡脚,并结合涌泉、太虚、神门等穴位进行按摩;
辅以神门、心、肝、交感等耳针;最后选取合适中药制

成药枕枕于头部入睡。按以上多种方式同时治疗,对
失眠会起到缓解之效。

杨惠群[21]联合多种中医方法对高血压失眠进行

干预。同时采用耳穴压豆(质下、枕、交感、肾穴等)、
中药浴足泡三阴交(夏枯草、桑枝、桑叶、川牛膝等兑

成水浴)、中药药枕(白菊、炒决明子、夏枯草、远志,晚
蚕沙等制成)、合理药膳(山药、柏子仁粥、百合粥、莲
子银耳羹等)对患者进行治疗。共治疗39例,痊愈6
例,显效16例,有效14例,有效率为92.31%。
2.5 单纯使用药枕治疗不寐 有研究针对缺血性脑

卒中和ICU的失眠患者应用中药药枕治疗不寐。脑

卒中患者药枕成分为合欢花、夜交藤、菊花、灵磁石及

冰片;ICU患者药枕成分为夏枯草、合欢花、牡丹皮、
薰衣草。所有药物均机械研制成粗粉,装入无纺布袋

中;无纺布药袋装入枕套内上面正中,填充珍棉制成

中药药枕,每晚枕之入睡,15d为1个研究周期。研

究结果显示该方法对治疗失眠有效果[22-23]。
肖艳平等[24]应用自制安神定志枕来治疗肝胃郁

热 型 胃 脘 痛 患 者 的 睡 眠 障 碍。采 用 粗 棉 布 制

成15cm×25cm薄型药袋,沿中线缝合,隔成2个部

分,分别放入干燥普通大米和决明子;再用粗棉布制

成大小为15cm×8cm的2个药袋,分别装入菊花,
缝制于大米和决明子药袋的两侧。将药枕置于普通

枕头中心,枕之入睡,持续12d,取得了一定疗效。
郑霞等[25]研发设计出一款中药药包枕芯药熏和

高新纳米技术相结合的健康记忆枕———“颈康”,可缓

解失眠和颈椎病带来的不适。
韩亮[26]采用由合欢花、夜交藤、石菖蒲、远志、丹

参制成的衡正枕眠安产品为30例患者治疗失眠,让
其垫于颈部,以头部微微上仰为宜。每次至少10min
以上,2~3次/天,以午睡或晚睡为主,15d为1个疗

程。总有效率为96.67%。
颜东岳[27]使用5种自制药枕来治疗冬季失眠:

(1)养心枕,用夜交藤、合欢花配制而成;(2)养血枕,
用酸枣仁、丹参、黄芪配制而成;(3)磁石枕;(4)玉米

须枕;(5)薰衣草枕。根据不同原因导致的失眠分别

让患者使用以上5种药枕枕之入睡,认为能改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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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质量。
张平[28]、严君[29]均谈到针对不同中医分型的失

眠患者应用不同配方的药枕,对患者改善失眠有

所帮助。
3 结  语

  原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失眠者已达

120~140万人次,失眠率高达10%~20%;据专家估

计,到2020年全球失眠者将超过7亿[30]。应用中药

药枕治疗各种类型的不寐现已有多种手段和方法,并
且经统计学分析认为是有效的。失眠是世界性难题,
中西医治疗方式也多种多样,各路学者亦众说纷纭。
西医使用的口服药法,长期服用可出现健忘、消化功

能减退、易成瘾等不良反应。中医治疗中的浅针、耳
穴压豆、针灸等方法针对不寐虽有一定效果,但操作

繁琐、要求精准,需专业医护人员执行,对于长期不寐

患者的家庭治疗极不方便。药枕联合穴位、浴足等中

医办法进行干预,虽有效果,但整体过程仍相对复杂。
单纯使用药枕或药枕联合简单中医操作治疗不寐的

方式简单有效,尤其适合不寐患者家庭自行使用,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但也应看到在药枕研究过程中存在

的缺陷。如部分形成产品的药枕未针对不寐进行辨

证分型用药,治疗目标过泛,可能在干预过程中缺乏

严谨性。部分分型治疗的药枕配方凭借经验之说,未
经过疗效观察,缺乏循证依据。更多的是,经过研究

的药枕在得到疗效认可后未得到应有的应用和推广。
如何让治疗不寐的药枕使用规范化、标准化、流

程化,如何能将一种好的中医方法行之有效地推行,
是中医工作者值得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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