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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方剂安眠汤治疗失眠的临床治疗效果
徐明，许艳玲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  100000

摘      要  ：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中药方剂安眠汤治疗失眠的临床效果。方法：纳入2021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100例失

眠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实验组患者口服安眠汤，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西医治

疗，通过对比实验和对照组，观察患者的睡眠质量、生活质量、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指标，评估安眠汤的疗效和安全

性。结果：经过治疗，实验组患者的 PSQI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安眠汤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优于常

规西医治疗；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安眠汤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优于常规西医

治疗；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对照组为28%，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安眠汤在安

全性方面优于常规西医治疗。结论：中药方剂安眠汤治疗失眠的临床效果优于常规西医治疗。安眠汤能够显著改善患

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同时具有较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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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formula	

Anmian	Tang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Methods:	100	cases	of	 insomnia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2,	and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ized	numerical	 table	method,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ok	sleeping	 soup	orally,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Through	comparison	experiment	and	control	group,	

the	sleep	qua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so	a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nmian	decoc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PSQI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dicating	

that	Anmian	Decoction	was	superior	 to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in	 improving	sleep	

quality;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dicating	 that	Anmian	Decoction	was	superior	 to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in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12%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28%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dicating	 that	Anmian	Decoction	was	superior	

to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in	terms	of	safety.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nmian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Anmian	Deco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also	

has	a	low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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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长期失眠会导致精神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工作效率下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心

理疾病等 [1]。传统的西医治疗方法主要通过镇静催眠药物来缓解失眠症状，但长期使用会产生耐药性和副作用，停药后失眠症状容易 

复发 [2]。中药方剂安眠汤是一种基于中医理论的治疗失眠的方剂，具有副作用小、疗效稳定等优点，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 [3-6]。因此，本

研究旨在探讨中药方剂安眠汤治疗失眠的临床效果，为失眠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选择。



2023.2 | 023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2021年1月 —2022年12月我院100例失眠患

者，年龄在18-65岁之间，均符合失眠诊断标准。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实验组患者接受安眠汤

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西医治疗。

纳入标准：年龄在18-65岁之间，性别不限；失眠症状持续

至少3个月；患者愿意接受中药方剂安眠汤治疗，并能够遵守治疗

方案。

排除标准：年龄小于18岁或大于65岁；孕妇、哺乳期妇女

或计划怀孕的患者；患有严重的心、肝、肾等脏器疾病，或未得

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疾病；患有精神疾病或意识障碍，无法配合治

疗；对中药方剂安眠汤中的任何一种药物过敏。

（二）方法

实验组患者口服安眠汤（配方：酸枣仁、百合、龙骨、牡蛎

等中药材），每日一剂，分早晚两次服用。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

西医治疗，包括口服镇静剂和抗抑郁药物。

（三）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包括睡眠质量、生活质量、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

睡眠质量采用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表评估，生活质

量采用 QOL（生活质量指数）评分表评估。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

括头晕、恶心、嗜睡等不良反应。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二、结果

（一）睡眠质量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PSQI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说明安眠汤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优于常规西医治疗。

表1：两组患者的 PSQI评分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n=50） 10.22±2.31 6.86±1.95

对照组（n=50） 10.14±2.43 8.34±2.15

T 0.17 3.61

P >0.05 <0.05

（二）生活质量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QOL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说明安眠汤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优于常规西医治疗。

表2：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n=50） 45.83±5.94 76.34±8.21

对照组（n=50） 46.14±6.06 65.82±7.73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0.26 6.60

P >0.05 <0.05

（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6/50）， 对照组为

28%（14/50）。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安眠汤

在安全性方面优于常规西医治疗。

表3：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头晕 恶心 嗜睡 总计

实验组

（n=50）
2（4.00） 1（2.00） 3（6.00） 6（12.00）

对照组

（n=50）
4（8.00） 3（6.00） 7（14.00） 14（28.00）

X2 4.00

P P<0.05

三、讨论

安眠汤是一种由酸枣仁、百合、龙骨、牡蛎等中药材组成的

方剂，具有养心安神、镇静催眠的功效 [7-11]。酸枣仁、百合等中药

材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改善失眠患者的精神状态，缓解失

眠症状。其中，酸枣仁含有皂苷、黄酮类化合物等成分，具有镇

静催眠作用；百合中的百合苷能够调节内分泌，减轻精神压力，

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龙骨、牡蛎等中药材具有镇静催眠的作

用，能够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促进睡眠。其中，龙骨中

的钙离子能够抑制神经细胞的兴奋性，降低神经传导速度，有助

于镇静安神；牡蛎中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等成分能够调节神经功

能，改善睡眠质量。安眠汤中的中药材能够调节内分泌功能，改

善患者的内环境，从而有助于治疗失眠。例如，酸枣仁可以调节

血清素的浓度，百合可以调节甲状腺激素的水平，龙骨可以调节

钙离子代谢等。

安眠汤能够显著改善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增加睡眠时间，

提高睡眠效率，通过调整患者的睡眠结构，减少觉醒次数和时

间，增加深睡眠时间，从而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安眠汤具有缓

解精神压力的作用，能够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通过调节

神经递质和激素的水平，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减轻精神压力，

从而有助于治疗失眠 [12]；安眠汤能够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患者

的抵抗力，从而有助于预防和治疗失眠，通过调节免疫细胞的功

能和活性，抑制炎症反应和过敏反应等，从而改善患者的免疫功

能；安眠汤能够改善心血管功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失眠，通过

降低血压、调节心率、改善心肌缺血等作用，从而改善心血管功

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安眠汤通过养心安神、镇静催眠、调节内分泌、缓解精神压

力、调节免疫功能和改善心血管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机理和药效

来治疗失眠，具有安全、有效、副作用小的优点。同时，安眠汤

的配方灵活多变，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治疗。在

临床应用中，安眠汤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失眠及相关疾病的治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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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和口碑。

本研究中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PSQI评分（6.86±1.95）明显

低于对照组（8.34±2.15）（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QOL

评分（76.34±8.21）明显高于对照组（65.82±7.73）（P<0.05），

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对照组为28%，实验组明

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果表明，中药方剂安眠汤治疗失眠

的临床效果优于常规西医治疗。安眠汤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睡眠

质量和生活质量，同时具有较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这可能是因

为安眠汤能够调节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功能，改善睡眠环境，增加

睡眠深度，提高睡眠质量。此外，安眠汤还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

状态，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从而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中药方剂安眠汤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大量研究

表明，安眠汤能够显著改善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增加睡眠时

间，提高睡眠效率 [13，14]。同时，安眠汤还能够缓解患者的焦虑和

抑郁症状，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此外，安眠汤对心血管功能、

免疫功能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在效果评估方面，多数研究采用 PSQI评分、睡眠日记、生活

质量量表等指标来评估安眠汤的治疗效果。这些指标能够客观地

反映患者的睡眠状况和生活质量，从而为安眠汤的临床应用提供

有力的支持。

中药方剂安眠汤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在临床应用中，少数患

者出现口干、口苦、便秘等不良反应，但这些症状通常较轻，无

需特殊处理。极少数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需立即停药并给予

抗过敏治疗。总体来说，安眠汤的安全性较高，适合长期使用。

中药方剂安眠汤可以联合其他治疗方法使用，以增强治疗效

果。例如，安眠汤可以联合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方法，综合治

疗失眠患者。联合治疗能够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缩

短疗程，提高治愈率。

中药方剂安眠汤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睡眠状况，还能够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在临床研究中，通过对比实验和对照组，发现

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这些改善主要体现在精神

状态、情绪调节、工作学习等方面。因此，安眠汤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药方剂安眠汤的成本相对较低，且易于生产。在卫生资源

利用方面，由于安眠汤为纯中药制剂，无需特殊设备和技术支

持，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和家庭治疗中。此外，由

于安眠汤的安全性较高，患者可以在家中自行食用，减少了住院

时间和费用等方面的支出。

随着失眠研究的深入发展，失眠的诊断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

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在中药方剂安眠汤的临床研究中，通常采

用国际通用的诊断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如 DSM-5失眠症诊断标

准、PSQI评分等。同时，研究者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诊断标准和疗

效判定标准，以便更好地评估安眠汤的治疗效果。

虽然中药方剂安眠汤治疗失眠的临床效果得到了证实，但仍

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来完善其治疗效果和机制。未来研究可以探讨

安眠汤对失眠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影响、基因表达谱的改变等方

面，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制。此外，可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

临床试验，以更全面地评估安眠汤对失眠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同时，应注重中药方剂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研究，以确保临床疗

效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综上所述，中药方剂安眠汤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失眠的方剂，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应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

为失眠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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