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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睡症案

杨宗保　白　妮　王亚东　李丽丽

（厦门大学医学院国医堂，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患者，男，１８岁，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１日就诊。主

诉：嗜睡、困倦３年，加重半年。现病史：３年前患者

因学业紧张开始出现嗜睡和困倦，听课时经常睡着，
夜间不 易 醒，醒 后 又 很 快 入 睡，每 天 睡１２ｈ。曾 在

当地医院就诊，头部ＣＴ等检查皆正常，诊断为嗜睡

症，予口服谷维素等治疗，无明显好转。半年前因学

业较 重，嗜 睡 更 加 明 显，每 天 睡１６ｈ，遂 来 我 科 就

诊。刻下症见：精神萎靡，表情淡漠，时时欲睡，不分

昼夜，呼之即醒，醒后复睡，困倦乏力，不喜言谈，时

打哈欠，食 欲 欠 佳，四 肢 不 温，大 便 溏，舌 淡 胖 有 齿

痕、苔薄白，脉弱。西医诊断：嗜睡症；中医诊断：多

寐，属心肾阳虚证。中医治则：温阳益气，养心调神。
采用针灸药综合疗法。①电针取穴：合谷、太冲、神

门、三阴交、水沟、素髎、神庭、照海，穴位常规消毒，
选用０．３５ｍｍ×４０ｍｍ毫针，以弹入进针法快速进

针，神门透内关时沿掌侧腕横纹小指屈肌腱内侧缘

处进针，平刺至内关穴，轻微提插至得气；太冲透涌

泉时沿足背第１、２跖骨结合部之前凹陷处进针，斜

刺至涌泉，轻微提插至得气；合谷透劳宫时沿手背，
第２掌骨桡侧中点处进针，平刺至劳宫，轻微提插至

得气；三阴交直刺１５ｍｍ，水沟、素髎、神庭、照海斜

刺１０ｍｍ。采用Ｇ６８０５型电针仪正负极分别连接

太冲 和 三 阴 交、合 谷 和 神 门，用 断 续 疏 波，频 率 为

１０Ｈｚ，以能耐受为度，留针３０ｍｉｎ，隔日治疗１次，
共治疗９次。②百会压灸：在电针治疗结束后即涂

正红花 油 于 百 会，放 置 底 部 直 径１ｃｍ、高１ｃｍ 艾

炷，用双手压平艾炷周围的头发，以防灼伤头发，助

手点燃艾炷至燃烧一半时用铁制压舌板按压艾炷，
患者感觉一股热流直入颅内，待热感消失后即拿掉

艾炷，每 次 连 续 艾 灸５壮，隔 日 治 疗１次，共 治 疗

９次。③中药：麻 黄 附 子 细 辛 汤 加 人 参、黄 芪：麻 黄

１５ｇ，制附片１５ｇ，细辛３ｇ，红参１５ｇ，黄芪４０ｇ，每
日１剂，共服用１７剂。治疗５天后，症状即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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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好转，精神较以前振奋，面部表情较以前丰富，每

日睡眠时间减少，嗜睡程度减轻，言语逐渐增多，饮

食及大便亦改善。再治疗５天，基本恢复正常，每日

睡眠时间为７～８ｈ，无困倦乏力，精神食欲正常；以

原法治疗７天以巩固疗效，随访１个月患者状态良

好，无不适症状。
按语：嗜睡症是一种过度的白天睡眠或睡眠发

作的病症。现代医学对嗜睡症主要予以中枢兴奋药

莫达非尼、利他灵、苯丙胺等治疗，其疗效不肯定，不
良反应较大且易反复发作。中医认为嗜睡症属“多

寐”范畴，主要与心、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病

机以心脾气虚、阳气不振为主。《灵枢·寒热病》云：
“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而瞑目”，故多寐主要是由于

阴盛阳虚所致。本病例以精神萎靡、时时欲睡、呼之

即醒、醒后复睡、困倦乏力为主症，结合舌脉，证属心

肾阳虚，治以温阳散寒、益气醒神，予针灸药综合治

疗。电针选穴中 合 谷 为 手 阳 明 大 肠 经 合 穴，太 冲

为足厥阴肝经输 穴，两 穴 相 配 为 四 关 穴，可 以 温 阳

散寒、益气 醒 神，神 门 为 心 经 原 穴，三 穴 的 刺 法 为

合谷透劳宫、太冲 透 涌 泉、神 门 透 内 关，一 针 两 穴，
可沟通两 经，催 气 导 气，增 强 刺 激 量，促 进 经 气 传

导，调节神志；脑为 元 神 之 府，督 脉 入 络 脑，故 取 督

脉之百会、神 庭、素 髎、水 沟 醒 脑 开 窍、调 神 安 神、
清利头目；照 海，通 于 阴 跷 脉，跷 脉 调 节 的 阴 阳 平

衡直接影 响 着 人 体 的 睡 眠；三 阴 交 为 肝、脾、肾 经

的交会穴，可益气 养 血 调 神。再 配 电 针 仪，加 强 穴

位刺激，提高神经 兴 奋，减 少 嗜 睡。百 会 穴 压 灸 可

通过艾绒局部的温 热 作 用 和 特 定 的 红 外 波 温 通 脑

络，助阳醒神。《伤 寒 论》少 阴 篇“少 阴 之 为 病，脉

微细，但欲寐也”，故 嗜 睡 症 可 从 少 阴 论 治，麻 黄 附

子细辛汤方见《伤寒论》，此 方 有 温 阳 解 表 的 功 效，
其中麻黄发汗解 表，附 子 温 经 扶 阳，细 辛 辛 温 通 达

内外，外助麻黄解 表，内 合 附 子 温 阳，再 加 入 红 参、
黄芪益气温阳，故获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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