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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针刺与安慰针刺对失眠伴焦虑情绪的临床疗效差异，为针刺治疗失眠症、改善受试者焦虑情绪及生命质
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７月来自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三附属医院门诊患者和社会人士为受
试者失眠伴焦虑情绪受试者６７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即针刺组，观察病例３３例；对照组即安慰针刺组，
观察病例３４例。２组受试者均采用ＰａｒｋＳｈａｍＰｌａｃｅｂ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ＰＳＤ）针具配合针刺和安慰针刺，均选取主穴：
神门、安眠、照海、申脉、内关、合谷、太冲，辨证配穴：心俞、脾俞、三阴交、胆俞、太溪、行间、侠溪、丰隆、内庭等，在１０次治
疗结束后和治疗后第１个月、第３个月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包括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及
针感量表的指标差异。结果：２组治疗结束后在ＰＳＱＩ各项指数、ＳＡＳ标准分比较，针刺组改善明显，优于安慰针刺组（Ｐ＜
００５）；在治疗后１个月、治疗后３个月发现ＰＳＱＩ各项指数、ＳＡＳ标准分有不同程度的反弹，但针刺组的持续改善作用仍
优于安慰针刺组（Ｐ＜００５）；针感量表评价中针刺组得气感强，安慰针刺组未获得有效针感（Ｐ＜００５），但２组均有较为
明显的锐痛感（Ｐ＞００５）。结论：针刺并有效得气可大大改善受试者失眠症状及焦虑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疗效有一定
的持续性，且优于安慰针刺组。失眠越重，焦虑情绪也越重；针刺是改善失眠伴焦虑情绪的有效手段，能大大提高患者生

命质量，可用于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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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眠又称“目不瞑”“不得卧”“不寐”等，是以经
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种病证。临床主要

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过程中易醒，以及醒后难以再

入睡，患者睡眠质量低下，睡眠时间明显减少，严重

者甚至彻夜不眠。失眠常伴有头昏、健忘、心悸、多

梦、乏力困倦、焦虑及抑郁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日

常工作和身心健康［１］。

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失眠人

群高达４２５％，且发现原发性失眠伴焦虑状态发生
率为５１％～５４％［２］；国外数据显示失眠伴焦虑和或

激惹症状占５６％［３］。失眠越严重，其焦虑抑郁症状

亦越重［４５］，国外专家推测，失眠及情绪障碍将是

２０２０年影响人类寿命的主要疾病之一。为更好的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命质量，笔者于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７
月期间，采用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对６７例失眠伴焦
虑情绪受试者进行治疗，比较２组之间的差异，现将
研究内容及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７月来自成都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三附属医院门诊患者和社

会人士为受试者，符合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的失眠

伴焦虑情绪受试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治疗。

根据临床疗效观察的最小样本量要求［６］，２组共选
取６０例样本量，考虑２０％的脱失率，即总例数为７２
例，７２例受试对象均接受针刺或安慰针刺治疗。但
因研究经费和时间的限制，本研究共纳入病例 ６７
例，实际共完成６５例（自然脱落２例）。其中入选针
刺组３３例，脱落１例，完成３２例；入选安慰针刺组
３４例，脱落１例，完成３３例。２组的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失眠病程、焦虑病程、ＳＡＳ标准分及 ＰＳＱＩ各
项指标基线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见表１、表２。
１２　诊断标准　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
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中关于 Ｆ５１０非器质性失眠
症的诊断标准［７］、《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８］中关

于不寐症的诊断标准和《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

册》［９］及相关文献报道［１０１１］，确定本病的诊断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非器质性失眠症的中医、西
医诊断标准的受试者；２）近１周内未使用过治疗失
眠症的中西药物者，或在短期（２～５ｄ）内服用过药
物，但已停用７ｄ以上者；３）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ＰＳＱＩ）评分＞７分，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
≥５０分；４）要求年龄在１８～６５岁之间，性别不限，
并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５）３个月内未参加其他
临床试验者；６）症状反复，迁延不愈者。同时符合上
述６项的受试者，方可纳入本次研究。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全身性疾病如疼痛、发热、咳嗽、
手术等；２）合并心血管、脑血管、肝、肾、造血系统等
严重疾病，精神病者；３）酗酒和（或）精神药物滥用
和依赖（含安眠药）所致失眠者；４）慢性疲劳综合
征、癔病症；５）妊娠或哺乳期妇女等。凡符合上述任
何一条的受试者，即应予以排除。

１５　治疗方法
１５１　治疗器具　２组均选用从英国进口的针具
（ＰａｒｋＳｈａｍＰｌａｃｅｂ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１２１３］，简称：
ＰＳＤ），规格：透明导管（大：Φ４ｍｍ×２０ｍｍ，小：Φ３
ｍｍ×３５ｍｍ）、双面胶圈（Φ１ｍｍ×１５ｍｍ）、底座
（Φ４ｍｍ×１５ｍｍ、Φ５ｍｍ×１０ｍｍ），韩国 Ｄｏｎｇ
Ｂａｎｇ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公司生产。杏林牌一次性不锈钢
无菌针灸针（规格：Φ０２５ｍｍ×２５ｍｍ、Φ０２５ｍｍ
×４０ｍｍ，天津亿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英国
ＡｃｕＰｒｉｍｅ牌一次性不锈钢无菌钝针（规格：Φ０２５

表１　２组一般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

最小 最大 平均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本科以上

失眠病程（月）

最短 最长 中位数

焦虑病程（月）

最短 最长 中位数

针刺组（ｎ＝３３） １５ １８ ２０ ６１ ３１３６±１３１５ ５ ９ １９ ３ ２４３ ２４ ２ １８２ １６
安慰针刺组（ｎ＝３４） １７ １７ ２０ ６３ ３５６２±１０２５ ６ １１ １７ ３ ２０３ ２３ ３ １８２ １７

统计值 χ２＝０１３９ ｔ＝－１４８５ χ２＝０３８７ Ｚ＝－１３４３ Ｚ＝－１６８３
Ｐ ０８０８ ０１４２ ０８２４ ０１７９ ００９２

表２　２组治疗前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ＰＳＱＩ总分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ＳＡＳ标准分

针刺组（ｎ＝３３） １３０９±２９９ ２６３±０４８ ２９３±０２５ ２３９±０６６ １８８±０８６ １２４±０４４ ２４２±０９０ ６８８８±８８４
安慰针刺组（ｎ＝３４） １３７６±２２２ ２５８±０４９ ２９７±０１７ ２５２±０６１ １８２±０９９ １３５±０４９ ２５９±０６１ ７００６±６６３

统计值 Ｚ＝－１３０８ Ｚ＝０３９９ Ｚ＝－０６１１ Ｚ＝－０８７１ Ｚ＝０２２ Ｚ＝－０９８１ Ｚ＝－０８７４ ｔ＝－０６３３
Ｐ ０１９５ ０６９２ ０５４４ ０３８７ ０８２６ ０３３０ ０３８５ ０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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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２５ｍｍ、Φ０２５ｍｍ×４０ｍｍ，韩国 ＤｏｎｇＢａｎｇＡ
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公司生产）。
１５２　治疗方法　１）腧穴选取：参照《针灸学》［１４］

中不寐的针灸治疗方案，制定本研究的针灸处方：主

穴：神门、安眠、照海、申脉、内关、合谷、太冲；并根据

辨证选取配穴：心脾两虚加心俞、脾俞、三阴交；心虚

胆怯加心俞、胆俞；阴虚火旺加太溪、心俞；肝郁化火

加行间、侠溪；痰热内扰加丰隆、内庭。以上穴位均

双侧选取。２）操作方法：针刺组采用“ＰＳＤ＋毫针”
的组合方式进行操作（见图１），操作方法参照《针灸
学》［１４］实施：常规消毒后，医者揭掉 ＰＳＤ底座上皮
肤面胶圈，导入一次性毫针，露出针尖，将其粘贴固

定在穴位皮肤上并顺势破皮进针，行针手法采用捻

转平补平泻，使受试者有酸麻重胀等得气感。出针

时右手拇食二指轻微捻动针体，待针下松动后缓慢

提至皮下，静留片刻后右手同时取下 ＰＳＤ与毫针，
继而左手持消毒干棉签，迅速按压针孔，防止出血。

为了更好的达到安慰针刺的蒙蔽效果，安慰针刺组

采用“ＰＳＤ＋可伸缩钝针”的组合方式进行操作（见
图２），所有操作步骤跟针刺组一样；由于钝针针头
在接触皮肤时，会借力缩回中空的针柄里，不会刺入

皮肤，故所有穴位的进针都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深度，

均在皮肤表面，未有得气感。３）２组均留针３０ｍｉｎ，
隔１０ｍｉｎ平补平泻捻转一遍（见图３），每穴捻转５
ｓ，幅度（９０～３６０°），频率（１２０～１６０次／ｍｉｎ），治疗
周期为１次／ｄ，５次为１个疗程，中间休息２ｄ，连续
操作１０次。
１６　观察指标　１）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
２）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３）针感量表。在 １０
次治疗结束后以及第１、３月随访中各观察１次，进
行临床疗效比较以及针刺安全性评价，依从性评价。

１７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由 ＳＰＳＳ２２０建立编
辑与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加减标准差（珋ｘ±
ｓ）或中位数（Ｍ）表示。首先对数据进行正态性和方
差齐性检验，满足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用 ｔ检验；
不齐用校正ｔ检验；既不满足正态性，又不符合方差
齐性使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治疗结果
２１　２组在治疗后　针刺组 ＰＳＱＩ量表的各项指标
以及ＳＡＳ标准分改善程度远大于安慰针刺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虽然２次随访中针刺组的指标有
所反弹，但针刺组的持续改善程度仍优于安慰针刺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表５。

２２　２组在治疗后针感量表评价中，针刺组得气明
显，在酸、麻、胀、重及走窜感的比较中（Ｐ＜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组均有不同程度的锐痛，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６。
２３　不良反应　所有病例中只有３例受试者出现
针刺后局部轻度皮下血肿，经消毒干棉球及时按压、

热敷等处理后，恢复良好，均继续完成研究。

　　　图１　针刺组操作图　图２　安慰针刺组操作图

图３　捻转手法示意图

３　讨论
失眠伴焦虑情绪常与心脾肝肾及阴血不足密切

相关，病因有虚实之分［１５］：实性病因当为肝郁化火、

痰热内扰，心神不安；虚性病因当为心脾两虚、心胆

气虚、心肾不交，心神失养。根据“虚则补之，实则

泻之”的针灸原则，针刺处方的选择应具有宁心安

神、清热除烦的作用［１４］。

本次研究从众多改善失眠及焦虑情绪的穴位

中，选取神门、安眠、照海、申脉、内关、合谷、太冲为

针灸处方主穴，因其该组穴位与失眠伴焦虑情绪病

因病机最为对应：心主神明、藏神，首选为手少阴心

经的原穴神门，取本穴以开心气之郁结，配合谷主喉

痹心烦，善治失眠，心烦、惊悸及高血压等诸症［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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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组治疗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量表、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ＰＳＱＩ总分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ＳＡＳ标准分

针刺组（ｎ＝３２） ４９３±２７９ ０８１±０６４ １２５±０９２ ０７５±０６７ ０３１±０６９ ０８１±０４０ １００±０８８ ３８６９±５３７
安慰针刺组（ｎ＝３３）１３３９±１７１ ２４８±０５１ ２９４±０２４ ２４２±０５０ ２０９±０９５ １２４±０４４ ２３９±０６６ ６８９１±７８８

统计值 Ｚ＝－６９４６ Ｚ＝－６７３４ Ｚ＝－６５２４ Ｚ＝－６６８６ Ｚ＝－６０２５ Ｚ＝－３７１４ Ｚ＝－５４０７ ｔ＝－１８００５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治疗１个月后随访２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ＰＳＱＩ总分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ＳＡＳ标准分

针刺组（ｎ＝３２） ５３８±１９６ １００±０５１ １３８±０７１ ０９４±０５６ ０２５±０５７ ０８８±０３４ ０９４±０５６ ３９５６±５０５
安慰针刺组（ｎ＝３３）１３４５±１９５ ２３６±０４９ ２９４±０２４ ２４８±０５１ １９１±１１０ １４５±０５１ ２３９±０５０ ７１３６±４４８

统计值 Ｚ＝－６９５８ Ｚ＝－６７７３ Ｚ＝－６９０８ Ｚ＝－６７８８ Ｚ＝－５７２８ Ｚ＝－４５５１ Ｚ＝－６７４１ ｔ＝－２６８７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５　治疗３个月后随访２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ＰＳＱＩ总分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障碍 ＳＡＳ标准分

针刺组（ｎ＝３２） ９０６±１８５ １７５±０５７ ２１３±０４９ １７５±０４４ ０９４±０９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８０ ４８１９±８５９
安慰针刺组（ｎ＝３３）１４１２±２１３ ２５５±０５１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０５１ １７９±１１９ １５２±０５１ ２６７±０６５ ７４０３±４６４

统计值 Ｚ＝－６６０５ Ｚ＝－４８０７ Ｚ＝－６５７１ Ｚ＝－５２３４ Ｚ＝－２９７４ Ｚ＝－４６８８ Ｚ＝－５５８９ ｔ＝－１５１５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６　２组治疗后针感量表评价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酸 麻 胀 重 锐痛 走窜感

针刺组（ｎ＝３２） ４３１±２４３ ４８１±２６０ ７１８±２１０ ２９４±２４２ ２４４±１７６ ４３１±１４２
安慰针刺组（ｎ＝３３） ０１８±０７３ ０６１±０４５ １０９±１５８ ０８２±０５３ ２１６±０８０ ０３０±０７７

Ｚ －６４１５ －６０７４ －６７７０ －４０３２ －１１２２ －７０３０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０

安眠穴，属于现代奇穴，因其能沟通阴阳跷脉，常配

神门、三阴交等，具有养心安神、镇静催眠之功［１６］。

阴阳跷脉“司目之开阖”，又因照海与申脉为八脉交

会穴，故照海、申脉善治失眠、咽干咽痛及腰腿酸痛

等诸疾。心不受邪，由心包代心受之，心包经之“络

穴”内关善治心悸、胃痛、失眠及眩晕等症。合谷、

太冲各二穴，名为四关，具有镇痛安神、疏肝理气、通

络活血作用［１７］。诸穴合用，相辅相成，以达到镇静

安神、宁心除烦、调和阴阳的作用，使阴收敛阳，阳归

入阴，阴阳交会，阴平阳秘；心有所养，神有所藏，心

神安定，经气调顺，诸症得愈。

在临床上，焦虑患者的睡眠障碍因对某些事情

过度焦虑和期待或因焦虑性梦境频繁转醒而导致失

眠，白天则因无法摆脱夜间将要出现的失眠而焦虑。

焦虑和失眠互为因果，使得患者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而呈慢性焦虑状态；部分患者因依赖镇静催眠药来

帮助睡眠，又进一步引起了新的睡眠障碍，形成恶性

循环［５］。失眠属于神经系统疾病，其病因病机非常

复杂，与患者遗传体质、神经系统内各种递质及氨基

酸水平、应激状态、所处环境、心理调节能力等有

关［１８］。现代研究发现，针刺不仅可以提高脑内 ５
ＨＴ的含量［１９２１］，及下丘脑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１β
（ＩＬ１β）、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
（ＩＬ６）的质量浓度［２２］，还可增加失眠大鼠下丘脑

ＧＡＢＡ及受体的表达［２３］。另一些现代研究［２４２５］也

发现针刺可激活丘脑、额叶及其他睡眠中枢，整合传

入和传出的信息，并可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调畅情

志，舒缓压力，达到助眠作用。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针刺对改善受试者失眠伴

焦虑情绪有着明显优势，且近期疗效较好；随着时间

的推移，尽管针刺后失眠及焦虑症状有反弹，但其各

项指数均低于基线期；虽有个别症状反复发作且有

加重趋向，远期疗效下降，但总体改善情况仍然优于

安慰针刺组。受试者失眠病情改善的同时，焦虑情

绪也随之改善，呈正相关趋势，这与国内外的报道也

是一致的［４、２６２７］。焦虑属于精神心理疾病的范畴，

治疗失眠的药物以镇静催眠药和抗焦虑药为主，但

患者会产生不同程度地依赖性、戒断症状和宿醉现

象。针灸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因其简便、有效、经

济的特点，已被广泛用于治疗失眠，运用中药、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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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治疗比西药单一治疗有显著的优势［２８］。

本研究试验设计均使用安慰针具（ＰＳＤ）作为助
盲器械，只在毫针的选择上有真假之分。由于针刺

组采用毫针操作，针尖可破皮并达到穴位相应深度，

使受试者获得针刺得气感，从而达到较好的临床疗

效，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曰：“刺之要，气至而

有效”；这种针感与临床上常见的针刺感受表现相

同，与国外研究者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Ｈ等人［２９］发现的得

气感觉基本一致，从而证明了针刺起效与是否获得

正常针感有着密切关系。但在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安

慰针刺组患者相关症状也有下降，这可能与钝针针

头刺激皮肤所产生的皮部作用、患者的期待心理、良

好的医患关系及情感宣诉等所带来的安慰剂效应有

关，因此也间接证实了临床疗效好坏离不开真针刺

和得气。在研究中，我们同时也发现针刺组及安慰

针刺组２组均有着比较明显的锐痛感，究其原因我
们初步考虑针刺组产生锐痛感可能与研究人员的进

针手法欠熟练和指力不够有关，安慰针刺组产生锐

痛感可能与钝针针头刺激浅层皮肤有关。在今后的

研究中我们将不断提高研究者的操作技术，尽量避

免发生类似问题。

综上所述，通过针刺治疗，不仅可以有效改善睡

眠质量，同时也能缓解伴随的焦虑情绪［３０］，从而提

高受试者的生命质量。本研究已初步证实了针刺对

失眠伴焦虑情绪的治疗作用，随着样本量的继续扩

大和针刺刺激量的累积，针刺对失眠伴焦虑情绪的

治疗及近远期疗效可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对其原因

也可获得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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