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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气圆运动与人身息息相关，气机升降在五脏六腑中均有体现，可有效指导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本文从圆运

动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失眠产生的机理以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组方特点，并举验案一则加以佐证，旨在为中医药治疗失眠

提供一种新思路，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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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ircular movement of the atmosphe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uman body, and the movement of qi is reflected in 
the five viscera and six viscera, which can effectively guid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ircular mo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somni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sition of Chaihu Jia 
Longgu Muli Decoction and presents a test case to prove it, aiming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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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平均失眠发病率约 27%，而中

国却高达 31.2%，且失眠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亦呈现逐

渐升高的趋势 [1]。长期的失眠会导致一系列疾病发病率的

显著增高，例如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症、糖尿

病、抑郁症等 [2]。目前，西医药物治疗失眠主要以褪黑素、

阿普唑仑等为主，但疗效欠佳，患者需长期服用，易产生

依赖性、耐药性及停药后容易复发，而中医药治疗则具有

独特优势，以整体观为指导，辨证施治，可获事半功倍之

效 [3]。圆运动理论起源于 “ 河图洛书 ”，由彭子益正式提出

“ 圆运动 ”，并用圆运动理论解释了自然界大气运动、人体

脏腑的气机升降变化规律，确立了以 “中气如轴，四维如轮 ”
为核心圆运动理论。

11关于对圆运动的认识关于对圆运动的认识

1.1 自然界的大气圆运动

太阳火热的照射为自然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体

现的是宣通的能力。热升极而降，立秋是太阳热量开始下

降的时候，经过秋天的收敛作用，把热量逐渐降到地面上；

立冬时热量从地面下沉到地下并封藏于地下水中，成为明

年立春时气温上升的物质基础；而水的封藏能力是有限的，

当能量储存到一定程度时，阳热生发，顺应木气之疏泄，

逐渐上升，气温慢慢回暖；立夏时大气热浮，至夏至时地

面上的热量到达最大，而后又经秋气收敛，顺应而下，完

成春升、夏浮、秋降、冬沉的圆运动，而长夏居于夏秋之

间，为升降浮沉之枢纽，所有能量的运动都受其运化调控。

自然界一年四季热量的运动规律，便是大气圆运动的规律，

天地气交，乃成万物，万物的成长、消亡都取决于四季的

变化 [4]。自然界的五种力量：疏泄、宣通、运化、收敛、

封藏分别对应着五行木、火、土、金、水。基于天人相应

之理，大气圆运动与人身息息相关。

图 1 自然界的圆运动示图
1.2 人体的气机圆运动

人秉天地五行之气而生脏腑，五行之气正好对应着我

们人体的五脏：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与自然

界五行具有相同的生理特性。气机升降在五脏六腑中均有

体现，升降运动周流复始、如环无端，维持人体圆运动的

正常运转。《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云：“ 中气如轴，四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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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轴运轮行，轮运轴灵。中气乃脾胃之气，居于人体正中，

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为气机升降的枢纽，以升降旋转构

成圆运动的中轴。黄元御在《四圣心源》指出 “ 己土上行 ,
阴升化阳，阳升于左，则为肝，升于上则为心；戊土下行，

阳降化阴，阴降于右，则为肺，降于下则为肾 ”[5]。胃土右

转，肺金借助胃阴与谷精的力量行收敛之权，将心火敛降

的同时水与谷精结合下行到肾，为肾水作补充；胃土左旋，

肾水得到心火后，温而化升为肝血，肝血借助脾阳与谷气

的帮助上达于心，成为心火。心火又分为君火与相火，《四

圣心源》有：“ 乙木上行，而生君火，甲木下行，而化相火 ”，
相火寄存于胆腑中，最终下行封藏于肾水中，肾水得相火

而不寒，君火得肾水而不亢，此为水火相济，心肾相交，

令人上清下温 , 乃平人也。

1.3 圆运动中失眠的机制

失眠属于中医学中 “ 不寐、目不眠 ” 范畴，《黄帝内经》

将失眠的总病机概括为阴阳失调，阳不入阴 [6]。阳入于阴

则寐，阳出于阴则寤，阴阳调和，人乃寐寤有度。彭子益

指出：人体气机圆运动的正常运转是人能寐寤的生理基础，

如肾阳蒸腾，寒水温升，涵养肝木；肝木疏泄，温养心火；

君火升极而降，又随肺金肃降潜入寒水中，水火既济，则

心火不炎，肾水不寒，则神魂得安，故昼精夜寐 [7]。若其

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异常，影响气机正常的升降出入，均

可能导致失眠。

1.3.1 脾陷胃逆，中轴不运

脾胃居中焦，乃圆运动的中轴，轴运轮转，轮运轴灵。

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胃主受纳、腐熟水谷，脾主运化，

输布水谷精微于各脏腑，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以升为健，

胃以降为顺，两者带动着其他脏腑的升降。若太阴脾虚，

气血生化无源，运化失司，脾不升清，左升不及则无以上

荣于心，心神不得濡养，则心悸不宁而失眠 [8]。脾为生痰

之源，脾虚则酿生痰湿，痰湿郁久化热，扰动胃腑，胃热

上逆而出现入睡困难、腹满、食不下、呃逆等症状，即 “ 胃
不和则卧不安 ”[9]。脾胃升降，互为其根，戊土之不降，由

于己土之湿，湿则胃土郁 [10]。脾土左旋与胃土右转带动着

肝心肺肾的整体运动，脾升则肝肾也随之升，胃降心肺亦

随之降，故水木不郁，金火不滞 [11]。所以脾胃乃圆运动的

核心，直接影响着整个圆的运行，圆运有序，则人健康无

疾。脾虚不升，胃热上逆，升降失常，气机逆乱，中轴失运，

乃发生不寐的根本原因。

1.3.2 肺金不足，相火不降

肝随脾升，胆随胃降，相火寄存于胆腑中，随胃土右

转而降，除胆经下降之力外，还需借助金气的收敛之力才

能降入肾水中，水火交济则水不寒，火不热。《圆运动的

古中医学》中论述 :“此阳热降入水中，以生中气。中气旋转，

则上下交济，有如相臣之职，故称相火 ”[12]。若当人体的肺

气不足，肺失肃降时，就会导致本身少阳相火不降，郁在

肺中并灼伤肺气 [13]。胆属甲木，肺属辛金，金克木，敛之

以金气，则木不过散；若肺金气弱，敛之不足，则相火上逆，

阳不能入于阴，则不寐也。肺气不足，则出现咳喘，气短乏力，

汗多等症状。胆气不下，枢机不利，郁而化热，胆热上逆，

热扰心神，则患者会出现心烦不得眠，容易醒，耳鸣，口

干口苦，吐酸等症状。胆经不降，相火妄动，阳不能入阴，

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因素。

1.3.3 水寒木郁，肝肾不升

肾为水火之脏，肾水得相火则能温升，若水中无阳，

水寒不能上济于心，则心火旺而不降，水不升则火不降。

正如《医法圆通》所言：“ 不卧一证，因内伤而致者，由素

秉阳衰，有因肾阳虚而不能启真水上升以交心，心气即不

得下降，故不卧 ”[14]。肾水不能得相火的温暖而出现下焦虚

寒，腰膝酸软，尿频，男子遗精、滑泄，女子月经不调、

痛经等症。肝藏血，血舍魂，若肝血不足，肝失疏泄而抑郁，

魂无所附，则可出现失眠多梦、健忘、视力下降等。肝血

由肾水温而化生而来，肝肾同源，精血互化；若水寒木郁，

肾水肝木失于升发温养，上旋之力则不足，圆运动之力衰减，

无以升亦无以降。肾水借相火、肝木之气温升，由升而浮，

则生君火；君火得肾水、辛金之力凉降，由降而沉，则生相火，

如此周流不休，为人体圆运动的源动力 [15]。

22 关于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认识关于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认识

2.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概述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出自《伤寒论》中：“ 伤寒八九日，

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原文指太阳表邪未解，邪陷少阳，

医反误下之，少阳枢机不利，又见热结于里，湿郁于外，

表里俱病。由于病邪仍在少阳，故取小柴胡汤之意，去甘

草加桂枝平冲降逆，茯苓健脾利湿，大黄通便，龙骨、牡蛎、

铅丹镇静以止惊悸，内解外清，扶正祛邪。虽然条文并无

讲述可治疗失眠等症状，但经过后世诸多学者的不断深入

探讨和临床实践，使得该方的临床应用进一步扩展到多脏

腑疾病，包括神志类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疾病、

妇科病等，其中发现该方治疗失眠具有较好的疗效 [16]。

2.2 运用圆运动理论分析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组方特点

方中柴胡其性升散，能疏肝行气解郁，合生姜辛温能

疏泄肝木之气；桂枝能升能降，一方面助阳化气，利于肝

木升发，一方面平冲降逆，利于右降；人参、茯苓、大枣

均能健运脾土，且党参能补肺气，助肺气宣发，茯苓能利湿，

以防土湿木郁；半夏既能降逆胃气，又能燥湿化痰；黄芩

清降胆中相火；大黄苦寒泻下，能通降肠腑之气，下之气降，

中之气亦随之降；龙骨、牡蛎、铅丹为重镇潜降之品，使

相火敛降于肾水中。全方有升有降，以右降为主，辅以左升，

升脾降胃以复轴运之灵，升肝降胆以复四维之常，轴运轮转，

故能治疗诸多缘由胃气不降，胆火上逆的疾病。

图 2 圆运动解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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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医案举例医案举例

患者女，35 岁，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来就诊。主诉：

入睡困难 2 个月余。患者自诉近两个月以来经常性入睡困

难，既往曾服用褪黑素治疗，但疗效不佳，要求中药治疗。

刻下：入睡困难，精神不振，腹胀满，进食后有气逆堵塞感，

食欲减少，稍口干，无口苦，有头晕，心烦爱发脾气，脸

上频繁长痘，大便干结，2-3 天一解，小便正常，腿软乏力；

近期月经延期一周左右，月经量少，夹有少量血块，舌质

淡，舌边顿厚，有齿痕，苔白腻，舌下络脉浅；左脉弦滑，

右脉沉而有力。既往患者有脑供血不足病史，今年 1 月做

了人流，行清宫术治疗，出血量偏多。西医诊断：睡眠障

碍。中医诊断：不寐，证属胃气上逆，肝郁血虚。治法：

降胃健脾，疏肝养血。方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四物汤加

减，处方：柴胡 20g，黄芩 10g，法半夏 15g，党参 10g，
桂枝 10g，生龙骨 15g（先煎），生牡蛎 30g（先煎），茯

神 15g，生姜 10g，大枣 15g，大黄 8g，炙甘草 10g，石菖

蒲 15g，苍术 12g，当归 10g，熟地 15g，川芎 10g，白芍

12g，牛膝 12g。5 剂，水煎服，日一剂，饭后服用，一天

喝两次，嘱患者忌口辛辣油腻，甜腻。二诊：2023 年 5 月

12日，患者诉服药后较前容易入睡，进食后堵塞感明显减轻，

大便通畅，一天一解，仍偶有头晕，口干、心烦，双腿乏

力，舌脉基本同前。原方去大黄，加栀子 10g、杜仲 15g，
5 剂，服用方法同前。三诊：2023 年 5 月 18 日，患者基本

能正常入睡，进食后无明显不适，无口干、心烦，双腿较

前有力，仅剩偶有头晕，其余症状均有好转，舌淡，有齿

痕，苔白稍腻，脉沉、滑。处方：酸枣仁 20g，知母 10g，
炙甘草 8g，茯苓 15g，当归 10g，熟地 15g，川芎 10g，白

芍 12g。5 剂，服用方法同前。一个月后随访，患者诉服药

完后至今睡眠均正常。

按：一诊时，患者诉腹胀，进食后有明显气逆堵塞感，

考虑胃气不降，胃气上逆；胃气不降，圆运动整个右降功

能均失常；心火不得下，郁在上焦，故口干、心烦、面长痘；

大肠不降，腑气不通，故便秘。患者素体肝血亏虚，左升

无力，加之右降失常，相火下归于肾的能量减少，肾水得

不到足够能量温升，肝肾同源，肝肾两虚故进一步导致肝

肾左升无力，故患者出现头晕，腿软乏力，月经延期且量少。

方中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增强右降的能力，合四物汤养肝

血以恢复左肝升的能力，苍术、石菖蒲健脾化湿，健运中土。

二诊时：患者睡眠、大便情况好转，原方去大黄防伤脾胃，

心烦加栀子清上焦之火，使心肺得降；腿软乏力加杜仲补

肾以涵肝，助肝木生化，使肝肾得升。三诊时患者基本能

正常入睡，除偶有头晕，已无明显不适，考虑肝血不足，

不能濡养脑窍，予酸枣仁汤合四物汤养血安神巩固治疗。

胃气得下，脾气得升，中轴恢复正常运转；肝肾得升心胆

得降，辅以外力助四轮转动，脏腑功能恢复，阴阳相交，

自可安然入寐。

44 总结总结

圆运动理论是对中医学 “ 天人合一 ”“ 阴阳五行 ”“ 气

机升降 ” 等思想观点的融合贯通。导致失眠的原因虽复杂

多变，但总离不开人体圆运动的 “ 失圆 ”，通过调整人体气

机升降，使水不寒、土不湿、木不郁、火不逆、金不滞，

五行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全身气机升降有序，最终达到

圆运动平和，疾病自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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