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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耳穴压丸法对失眠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 

冯 莹 

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太原 

【摘要】目的 谈论失眠患者运用中医耳穴压丸法，对其睡眠状况的影响。方法 本项研究于 2020 年 7 月正

式实行，截止期限是 2021 年 7 月。选用此时间段到本院诊治的 80 例失眠病人作为研究主体，依照护理方案的不

同归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小组内部 40 例。前者实行常规护理工作，后者实行中医耳穴压丸法。分析两小组病

人的临床医治疗效，睡眠质量。结果 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临床医治疗效（97.50%）得到理想提升且高于

对照组（87.50%）；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睡眠絮乱及总分得到

理想减低且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用（P＜0.05）代表，具有研究性。结论 对失眠患者运用中医耳穴压丸法，患

者的睡眠质量及病情症状得到理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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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ursing effect of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pill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insomni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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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pill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sleep status of insomnia patient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officially implemented in July 2020, and the 
deadline is July 2021. 80 insomnia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schemes,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former carries out routine nursing work, while the latter carries out the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pill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leep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7.50%) was improved and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7.50%); Afte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he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sleep duration, sleep latency, sleep disorder and total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ideally reduced and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represented by (P < 0.05). Conclusion: the sleep quality and symptoms of insomnia patients can be improved by 
using the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pill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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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能让人们的入睡更为艰难、睡眠质量减低及

睡眠时长缩短等一系列问题发作，进而致使其在白天

异常容易出现嗜睡现象；其还会让人们的神经系统出

现混乱，进而引发短期内体质量减低、免疫功能弱化

及内分泌失调[1]。随着病情的逐渐严重，男患者会出现

阳痿，女性患者会出现性功能弱化等现象。而针对此

类患者的救治，临床主要以药物或者非药物这两种医

治方式。面对急性疾病患者初期阶段可以实行药物医

治，而针对慢性疾病患者不管是原始性或者是继发性

失眠，都需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实施相应的耳穴压丸方

式。对此，为清晰知晓中医耳穴压丸法运用在失眠患

者身上，对其睡眠状况的影响，本院于 2020 年 7 月正

式实行，截止期限是 2021 年 7 月诊治的 80 例失眠患

者开展研究工作，详细研究所得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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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项研究于 2020 年 7 月正式实行，截止期限是

2021 年 7 月。选用此时间段到本院诊治的 80 例失眠病

人作为研究主体，依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归为对照组与

实验组，每小组内部 40 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拥有 21
例，占总比 52.50%，女性患者拥有 19 例，占总比

47.50%；最小年龄层在 47 岁，最大年龄层 79 岁，平

均年龄是（63.21±1.56）岁。实验组中男性患者拥有

22 例，占总比 55.00%，女性患者拥有 18 例，占总比

45.00%；最小年龄层在 49 岁，最大年龄层 82 岁，平

均年龄是（64.69±1.70）岁。 
选入准则：（1）得到多层螺旋 CT 及核磁共振等

影像学技术检测后，发现研究患者的病情症状表现和失

眠的诊治标准相契合；（2）研究患者或者亲属通过项

目负责人的集中讲述或者私下咨询等众多途径，充分知

晓此次研究详情，配合程度极高且认同书上署名；（3）
研究工作的实施已经得到本医院医学伦理会的审批。 

剔除准则：（1）在研究期间，研究患者或者亲属

的依从性显著下滑，不愿接受后需工作的开展，中途

离开研究；（2）研究患者的精神状态、言语等方面和

常人存在一定差异，患上严重的自闭症或者精神分裂

症等精神疾病；（3）研究患者或者亲属并没有在预定

时间内缴纳资料，或者发生拒绝缴纳的状况。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实施常规形式护理。（1）心理安抚：多和

患者实行交谈，通过讲述失眠产生原因、医治方案等

知识，让其对疾病有基础的认知，减低负面情绪的滋

生，以良好的心态战胜病魔。（2）饮食管理：晚餐应

处于七分饱的状态下，禁止睡觉前引用浓茶、咖啡等

影响睡眠的饮品。（3）睡觉前 20 分钟，可以借助播

放轻音乐的方式来增进睡眠。 
1.2.2 实验组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行中医耳穴压丸法。

明晰耳穴随后探查此处，寻找到阳性反应点，并思量

到患者的实际病情症状，明晰主辅穴位；运用 75%乙

醇酒精粘在棉签上对需要压穴的位置实施常规消毒，

左手拿托持耳廓，右手用工具夹取切割好的方块胶布，

中心粘上先前准备好的药豆，寻准适宜穴位实行紧密

贴合，用力按压，一天实行 3-6 次，每次按压时长在 4
分钟，连续医治 30 天[2-3]。操作须知：（1）被贴压的

耳穴注意防水，以免不慎掉落；（2）夏天容易流汗，

贴压的耳穴不能太多，贴压时间做适当调整，避免胶

布出现潮湿或者皮肤感染的现象。（3）倘若患者对胶

布存在过敏现象，可以运用粘纸。（4）耳廓皮肤存在

炎性反应或者冻伤等情况，不能再实行耳穴贴压[4]。 
1.3 观察指标 
（1）临床医治疗效，依照患者接受护理后病情的

好转情况进行评定。显效：患者病情好转程度超过

85%，有效：患者病情好转程度在 50%-85%。无效：

经多次医治，患者的病情好转程度低于 20%。临床医

治疗效等于医治总人数减去无效人数之差。（2）睡眠

质量，运用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对患者

的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睡眠絮

乱及总分实行评测，评估得分和睡眠质量呈负相关。 
1.4 统计学方法 
借助 SPSS 23.0 软件系统实行组间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及以计数资料用（ x s± ）、（%）表明，经过 t
数值与 χ2 数值检验后，组间存在差异运用 P＜0.05，代
表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病人的临床医治疗效 
组间数据对比可以知晓，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

后其临床医治疗效（97.50%）得到理想提升且高于对

照组（87.50%），组间差异用（P＜0.05）代表，具有

研究性，现况见表 1。 
2.3 分析 2 组病人的睡眠质量 
组间数据对比可以知晓，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

后其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睡眠

絮乱及总分得到理想减低且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用

（P＜0.05）代表，具有研究性，现况见表 2。 
表 1  两组病人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40 32（80.00） 7（17.5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26（65.00） 9（22.50） 5（12.50） 35（87.50） 

χ2     7.207 

P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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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病人的睡眠质量分析（ x s± ，分） 

组别 例数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持续性 睡眠潜伏期 睡眠絮乱 总分 

实验组 40 0.72±0.23 0.80±0.21 0.73±0.11 0.70±0.18 2.43±0.55 

对照组 40 1.55±0.41 1.57±0.32 1.20±0.28 1.21±0.30 4.80±0.72 

t  11.166 12.723 9.881 9.220 16.54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失眠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睡眠障碍性疾患，是指以

入睡困难和（或）睡眠维持困难所致的睡眠质量或数

量达不到正常生理需求而影响白天社会功能的一种主

观体验。失眠症的患病率很高，其原因、症状及严重

程度因人而异，主要包括：入睡困难，易醒，早醒等。

多个研究表明，失眠症可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

减退、判断力和日常工作能力下降，严重者可合并焦

虑、强迫和抑郁等。此外失眠还是症状性糖尿病和冠

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失眠根据病程分为：短暂性失

眠（病程<1 周）；短期性失眠（病程≥1周，<1 个月）

和慢性失眠（病程≥1个月）。临床将慢性失眠分为原

发性失眠和继发性失眠。原发性失眠：是一种无法解

释的、长期或终生存在的频繁的睡眠中断、短睡伴日

间疲劳、紧张、压抑和困倦。除外其他内在原因和环

境干扰的因素，部分患者可能有失眠的家族史。病因

不详但最多渐渐慢性精神心理失眠。继发性失眠：由

疼痛、咳嗽、呼吸困难、夜尿多、心绞痛和其他的躯

体疲劳和症状引起的失眠。许多新陈代谢疾病可以引

起睡眠结构的改变，干扰正常的睡眠。 
失眠在祖国医学中被纳入到“目不瞑”、“不得

卧”、“不得眠”的范畴中，患者可表现为睡眠深度

不足、时间不足及睡后仍乏力的问题。认为在其用药

期间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及耳穴压丸法，能保证其病

情得到理想改善。 
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临床医治疗效得到理

想提升且高于对照组；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主

观睡眠质量、睡眠持续性、睡眠潜伏期、睡眠絮乱及

总分得到理想减低且优于对照组（P＜0.05）。对失眠

患者运用耳穴压丸法，具有以下益处：（1）睡眠质量

得到理想提升及延长睡眠时长；（2）确保患者的社会

功能得到理想恢复，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3）规避

及减低因失眠造成的躯体损害或者其他疾病形成的机

率。（4）减低因长时间用药而出现的不良反应现象。

耳穴压丸法能充分展现现今中医经络学的特点，借助

对相应穴位实行刺激，进而确保周身气血正常运作，

达到调节肝脏功能、改善失眠症状的效果，且操作更

为便捷，不良反应机率更低，患者接纳程度更高[5-7]。 
以上所述，对失眠患者运用中医耳穴压丸法，所

取临床医治疗效达到理想预期，保证患者的睡眠质量

及生活质量水平得到理想提升，预后槽糕现象得到转

变，值得广泛运用于疾病患者的医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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