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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仁汤治疗更年期失眠患者的药学分析 
汪小彩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郑州 450008） 

【摘要】目的：研究酸枣仁汤在更年期失眠中的应用价值。方法：2018 年 3 月-2019 年 10 月本院接诊的更年期失眠病患 78 例，用数字抽
签法均分 2 组。A 组用酸枣仁汤，B 组用阿普唑仑。对比疗效和 PSQI 评分。结果：A 组总有效率 97.44%，比 B 组 82.0%高，P＜0.05。A 组治
疗 14d 后 PSQI 评分（9.02±1.53）分，比 B 组（10.93±1.96）分低，P＜0.05。结论：采取酸枣仁汤疗法对更年期失眠病患进行治疗，可取得
显著疗效，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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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年期女性来说，其机体中激素水平和植物神经功能发生紊

乱，将会导致自汗、失眠、心悸与易惊等症状，进而对其日常生活造
成了不利影响[1]。有报道称，睡眠障碍的发生能够引起机体的疲惫感，
并能导致精神紧张和脑缺血等，危及生命健康。为此，笔者旨在分析
酸枣仁汤用于更年期失眠中的价值，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的是更年期失眠病患共计 78 例，收治时间 2018 年 3

月-2019 年 10 月。按照数字抽签原理划分成 A、B 两组（n=39）。A
组年龄 45-53 岁，均值（49.72±2.08）岁；病程 1-34 个月，均值（13.09
±2.44）个月。B 组年龄 44-53 岁，均值（49.16±2.47）岁；病程 1-35
个月，均值（13.58±2.69）个月。患者临床信息完整，无药敏史，签
署知情同意书。2 组病程等资料对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2] 
（1）心脏疾病者。（2）需要使用镇静药物者。（3）肝肾功异

常者。（4）严重脑血管疾病者。（5）过敏体质者。（6）中途退出
治疗者。 

1.3 方法 
A 组采用酸枣仁汤加减疗法，详细如下：（1）组方。知母，12g；

酸枣仁，15g；川芎，12g；甘草，6g；茯苓，12g。脉细数、烦躁、
舌红绛与口干者，方中加入 15g 阿胶与 6g 黄连。失眠更甚者，方中
加入远志、夜交藤与合欢皮均 15g。健忘、心悸怔忡者，方中加入 15g
当归与 12g 熟地。嗳气、情志不舒、苔厚腻与胁肋胀痛者，方中加入
12g 郁金和 15g 的柴胡及白术。舌偏红、胸闷脘痞与口苦者，方中加
入 15g 竹茹和 10g 半夏。白带量增多且清稀、怕冷畏寒与腰膝酸软者，
方中加入 12g 仙灵脾、10g 巴戟天和 15g 补骨脂。（2）用法。将配
伍好的中药放在清水中进行浸泡，60min 后，连水一起倒入砂锅中进
行煎煮，留取汤汁饮服，2 次/d，每日 1 剂，疗程为 14d。 

B 组用阿普唑仑，0.4mg/次，口服用药，3 次/d,需视患者病情合
理增加用药量，疗程为 14d。 

1.4 评价指标 
利用 PSQI 量表对 2 组治疗前/后的睡眠质量作出评价，该量表包

含催眠药物、睡眠时间、日间功能障碍、睡眠效率与入睡时间等维度，
总分越高，睡眠质量就越差[3]。 

1.5 疗效判定[4] 
参考下述标准对治疗 14d 后的疗效作出评价。（1）痊愈，PSQI

评分降低 80%以上，夜间睡眠时间超过 6h，且伴随症状均消失。（2）
有效，PSQI 评分降低 60-80%，夜间睡眠时间超过 5h，伴随症状有
所缓解。（3）无效，PSQI 评分降低不足 60%，夜间睡眠时间不足
5h，伴随症状未缓解。（痊愈+有效）/例数*100%是总有效。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选用 SPSS20.0 软件，t 检验计量资料（ sx ± ）、χ2

检验计数资料[n（%）]。P＜0.05 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睡眠质量分析 
刚入院时，2 组 PSQI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14d 疗程

结束后，A 组 PSQI 评分比 B 组低，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 PSQI 评分的对比分析表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A 组 39 13.79±2.31 9.02±1.53 
B 组 39 13.85±2.47 10.93±1.96 

t  0.2581 3.7925 
P  0.1794 0.0096 

2.2 疗效分析 
A 组总有效率 97.44%，比 B 组 82.0%高，P＜0.05。如表 2。 

表 2 两组疗效的对比分析表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A 组 39 22（56.41） 16（41.03） 1（2.56） 97.44 
B 组 39 14（35.9） 18（46.15） 7（17.95） 82.05 
X2     6.9958 
P     0.0114 
3 讨论 
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通常会因肾气虚弱和年老体衰，亦或者

是受精神情志与产育等的影响，出现了阴阳失衡的情况，并由此引发
了脏器功能紊乱，进而导致了更年期失眠。本病以亢逆于上、肝肾阴
虚和阳失潜藏等为主要病机，若治疗不及时，将会引起虚热扰神和心
胆气虚等症状。现阶段，临床医师可采取常规西药疗法来对更年期失
眠病患进行治疗，比如：促睡眠诱导剂、激素替代疗法和镇静催眠剂
等，但长时间用药可引起诸多的不良反应。 

酸枣仁汤最早出自于《金匮要略》一书中，主要是由茯苓、知母、
酸枣仁、川芎与甘草等中草药构成，当中，茯苓具备宁心安神之功效，
酸枣仁具备养血补肝之功效，川芎具备调肝血和疏肝气之功效，知母
具备滋阴润燥和清热除烦之功效，甘草具备调和诸药之功效。诸药合
理配伍，可起到较好的宁心安神、补血行血与养血调肝等作用。此研
究中，A 组治疗 14d 后 PSQI 评分比 B 组低，P＜0.05；A 组总有效率
比 B 组高，P＜0.05。 

综上，利用酸枣仁汤对更年期失眠病患进行干预，可显著改善其
睡眠质量，提高疾病控制效果，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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