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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流注理论在不寐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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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子午流注与睡眠的相关性、不寐的病机、不寐的择时治疗 3 个方面阐述子午流注理论在不寐诊疗中的临床应用，为不寐择时

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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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又称失眠，是指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睡眠深度不够，

甚至彻夜不眠，以致睡醒后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与精力为

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1]。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生活

及工作压力增加，失眠的发病率也在提高，并呈现低龄化趋势。

长期失眠容易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生，并且会使免疫力下

降，生物钟紊乱，还会带来精神损害，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下降、心情烦躁，影响工作，甚至引发抑郁症，为患者及

其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研究表明，人体正常生理活动随着季节、昼夜变化，具有

相对稳定的节律性。现代研究称此为“生物钟”，它反映出人

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其实，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古人就发现了

这一规律。《黄帝内经》中记载的子午流注理论，以阴阳、藏

象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天人相应”及“天人合一”为纲领，

用于探索人体一天之内的气血阴阳变化及经络循行规律[2]，并广

泛应用于中医治疗中。经过上千年的中医治疗临床实践活动，

子午流注的学术理论得到验证及肯定，并流传至今。子午流注

理论是中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涉及人体经络系统和气的流

动。根据这一理论，人体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经络，它们构成了

一种网络，贯穿整个身体。气通过这些经络流动，维持身体的

生理功能和健康状态。在中医学中，失眠通常被视为气的不畅

通或失衡所致。因此，一些中医治疗方法可能会尝试通过调整

经络气的流动来缓解失眠问题。这些方法可能包括针灸、中草

药、按摩、气功等。然而，对于子午流注理论在失眠治疗中的

具体应用，需要考虑个体情况和综合评估。治疗过程中，医师

可能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不寐的发病与时间节律的紊乱有密

切相关性，本文依据子午流注的理论，总结不寐的发病节律及

临床特点，并进行择时辨证施治，以期提高不寐的临床疗效。 

1.子午流注与睡眠的相关性 

子午是两个代名词，就是子时和午时，是时辰的表示。子

午流注是基于“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而择时治疗的一种治

疗体系，最早见于《黄帝内经》［3］。理论认为人体中的十二条经

脉对应着每日的十二个时辰，由于时辰在变，因而不同的经脉

中的气血在不同的时辰也有盛有衰。同时，十二经脉又与脏腑

有特定配属关系。一日中从夜半 11 点开始，每 2 小时为一个时

辰，划分为子时、丑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未

时、申时、酉时、戌时、亥时十二时辰。这十二个时辰又分别

与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

三焦等经相对应。人体的气血流注到各脏腑经络的规律与昼夜

的交替变化密切相关，具有节律性，并与自然界周期循环的特

点相应。 

人体睡眠与清醒规律交替，是建立在脏腑功能正常、气血

阴阳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的。寐寤分属阴阳，各自由阴气、阳气

所主，地球自转产生昼夜变化，阴阳消长间，寤寐交替。 

《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

阳也；……故人亦应之。”《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

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

气门乃闭。”这就是说在昼夜阴阳的变化过程中，人体气血阴阳

也随之相应变化。白天气血运行于外，激发各个脏腑、经络等

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阳气生发生长；夜晚则阳气内敛、收藏，

阴气生发，就要睡眠休息了。古人认为，亥时（夜间 21-23 点）

为“人定”时分，此时也是三焦经最旺的时刻，三焦通百脉，

此时入睡可令百脉得到休息，对身体大有益处。子时（23 点-

凌晨 1 点）是胆代谢最旺盛的时候。《黄帝内经》云：“凡十一

藏皆取于胆。”子时阳气始升，是休息最重要的时间。子时之后

是丑时（凌晨 1-3 点），人卧则血归于肝。丑时拥有好的睡眠，

才能完成身体新陈代谢。寅时（凌晨 3-5 点）气血流注于肺经，

十二经脉流注起于肺经，为阳气的开端。一日之中寅时也是人

从静变为动的开始，在深度的睡眠中完成动静转化的过程，对

气、血的需求量增加。 

2.不寐的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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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的病名最早见于《难经》，《内经》中又有夜不瞑（见

《灵枢·营卫生会》）、目不瞑（见《灵枢·大惑论》）等名称。

故不寐又名不得卧、不得眠、不能眠、失眠等。《灵枢·大惑》

云：“卫气不得入阴，常留于阳；不得入于阴，故目不瞑。”不

寐的病机复杂，总属阴阳失调、营卫失和。正常的睡眠，在于

阴平阳秘，脏腑调和。如阴阳一方偏盛，另一方虚弱，极盛的

一方就会盘踞于内而将虚弱的一方排斥于外，导致阴阳不能交

合，出现阴阳失交、阴不涵阳[4]。一是阴阳失交。饮食不节、劳

逸无度、外感邪气而产生一些有形的病理产物，阻碍阴阳气血

运行通道，出现气血津液输布障碍，心神失养而致失眠。一是

阴不涵阳。阳分有热，阳气亢盛，热扰心神，表现为实热证的

症状；阴分有热，阴血亏虚，虚热内扰，表现为虚热证的症状。

具体分析病机主要分为以下几点：（1）心神不宁：情绪波动、

忧虑、焦虑等情感问题可能导致心神不安，影响入眠。（2）脏

腑失调：中医认为脏腑功能失调，特别是心脾肝肺等脏腑，可

能引起气血不足或郁热等问题，进而影响睡眠[5]。（3）气血不足：

中医强调气血的充盈与畅通与健康息息相关，气血不足可能导

致失眠。（4）阴阳失衡：中医理论中，阴阳平衡是维持身体健

康的重要因素，阴阳失衡可能导致不寐等问题。（5）经络阻滞：

若经络流通不畅，气血运行受阻，也可能与失眠有关[6]。 

3.不寐的择时治疗 

子午流注是基于“因时制宜”、“人与自然相应”的理论基

础，而按时治疗的一类治疗手段，临床上以子午流注针法应用

最为广泛。古人根据经脉在不同时辰中所灌注气血的变化规律，

选择特定的时间及穴位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7]。《针灸大全·论

子午流注之法》“夫子午流注者，刚柔相配，阴阳相合，气血循

环，时穴开阖也……余皆根据此。俱以子午相生，阴阳相济也。”

子午流注针法有两种，一种是按天干结合地支的演变规律开穴

针刺的“纳甲法”，另一种是单独按地支的演变规律开穴针刺的

“纳子法”。子午流注针法利用五行生克规律及十二经母子补泄

法为选穴依据。于秀梅［8］根据失眠证型择时治疗，得到很好的

治疗效果。常甜[9]等强调进针顺序、进针时间可显著改善不寐症

状。王永强[10]分析子午流注泻南补北法它经子母配穴对于治疗

不寐疗效优于传统针刺方法。 

4.小结 

研究表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及病理改变都与时间节律有密

切关系。子午流注理论，采取“因时制宜”的原则，择时治疗

疾病，从阴阳、气血等方面指导不寐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并取

得了显著疗效。 

但因我国幅员辽阔，东西跨度很大，子午流注治疗受地域

影响，在推演上有一定影响。目前的研究尚未将此考虑在内，

因此，今后研究应注重结合真太阳时，深入探讨子午流注理论

对不寐的发病机制及治疗的关系，以期为更好地运用中医时间

医学指导不寐的诊断、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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