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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加味酸枣仁汤治疗肝血亏虚证失眠患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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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在肝血亏虚证失眠患者中采用加味酸枣仁汤治疗的临床价值。方法 此次研究对象

选取为 2020 年 9 月-2022 年 9 月期间来我医院接受治疗的 40 例肝血亏虚证失眠患者，将纳入的病例采取

随机分组对照方式进行治疗研究,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中各有 20 例患者，对照组患

者采取常规西药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添加中药加味酸枣仁汤，将两种不同治疗方案最终

取得的临床效果进行对比。结果 治疗后两组各项指标结果比较显示，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所用时间

短于对照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显示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治疗期间患者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最终患者获得的治疗总有效率和生活质量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肝血亏虚证失眠患者治疗中添加中药加味酸枣仁汤，可有效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短时间内改善患者

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减轻失眠对患者健康及生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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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udy the value of flavored jujube kernel soup in patients with liver blood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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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 of jujub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liver deficiency. 
Method: the study object selected during September 2020-September 2022 to my hospital treatment of 40 patients 
with liver blood deficiency syndrome insomnia, will include the cases by randomized control treatment study,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of 20 patients, control group 
patients take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add Chinese medicine and 
flavor jujube soup, on the basis of two different treatment finally achieved clinical effect. Results: after the two 
groups of indicators compare the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observation group improvement time is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 sleep quality score showe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inal patients get total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effect i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dat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Ad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patients with liver and 
blood deficienc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insomnia on their health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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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临床又称之为睡眠障碍，其主要是指睡眠

时间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且多发生于中老年群体，

近年随着社会以及工作的压力不断增大，导致失眠

患者人数明显增多，并且已呈现年轻化趋势[1]。目

前临床西医针对该病主要通过具有抗焦虑及抑制中

枢神经药物改善睡眠质量，但由于失眠症比较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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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反复发作，因此长期采用西药治疗会产生副作用

以及身体耐药性，最终会导致治疗效果受到影响。

而中医认为，失眠症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肝血亏虚、

肝胃不和以及肝郁气滞所致，因此治疗应当采取养

肝补血、调和气血、疏肝解郁及养血安神为主要原

则[2]。为此，我医院将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

期间接收的肝血亏虚证失眠患者中随机抽取出 40 例

开展了分组治疗研究，将两组患者分别采用单独西药

与添加中药加味酸枣仁汤两种方案治疗的临床效果

做了详细对比分析，具体分析详情已在文中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来我

医院接受治疗的肝血亏虚证失眠患者 40 例作为本

文中的研究对象，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的 40 例

患者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中患者人数各有 20
例，观察组中包括男性患者 12 例、女性患者 8 例，

患者的入选年龄为 50 岁～85 岁，年龄均值为（67.50
±5.20）岁，病程 2～7 年，平均病程为（4.5±0.60）
年；对照组患者中男性人数为 11 例、女性人数为 9
例，年龄入选范围在 50 岁～86 岁之间，年龄均值

为（68.0±5.3）岁，患者病程为 2～6 年，平均病程

（4.00±0.50）年，两组患者临床一般资料经对比后

显示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临床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独西药治疗，给予患者口服

艾司唑仑片,每次用药 2mg，每日用药一次。共连续

治疗一个月。观察组在对照组的用药基础上添加中

药酸枣仁汤治疗，中药组方：炒枣仁 18g，法半夏、

煅牡蛎与夜交藤各 15g，玄参、知母、茯苓与枸杞

各 12g，当归与川穹各 10g，炙甘草 6g。将以上中

药混合后以水煎制取汁 200mL，给予患者每日一剂，

分早晚两次服用，治疗周期为 30 天。 
1.3 观察标准 
①将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用药治疗后临床症状

改善时间以及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详细对比。

②组间患者护理前后睡眠质量运用匹兹堡（PSQI）
量表评定，最高分 18 分，最终得分越低表示睡眠质

量越好。③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运用 SF-36
量表评价，评价内容包括生理功能、社会功能、躯

体疼痛及情感职能，每一项指标最高分为 100 分，

取得分数越高则证实生活质量改善越好。 
1.4 治疗有效率判定 
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退，经评定睡眠质

量恢复正常，且治疗期间无任何不良反应发生为显

效；完成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消退，以上临

床指标均基本恢复正常，且仍未发生不良反应为有

效；治疗后患者的以上各指标均改善较差甚至加重，

并出现明显不良反应为无效。治疗有效率=（显效例

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方法 
文中研究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两组

计量数据描述运用( x ±s)处理以及 t 检验，计数指

标处理使用 n（%）描述和ꭓ²检验，当最终数据结果

对比后达到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组间各项指标比较详情 
治疗后同对照组各指标结果比较显示，观察组

通过联合方案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明显

缩短，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最终取得的治疗

总有效率较高，两组各指标结果对比显示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 1 组间治疗效果对比详情（n、%、 x±s）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用药不良反应/% 临床症状改善时间/d 

观察组 20 14 5 1 19（95.0） 1（5.0） 5.6±1.3 

对照组 20 9 5 6 14（70.0） 6（30.0） 6.9±1.6 

ꭓ²/t 值     4.3290 4.3290 2.8200 

P 值     0.0374 0.0374 0.0076 
 

2.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情况 
治疗前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结果分别为

（14.6±0.8）分、（14.7±0.9）分，数据结果对比

显示无统计学意义（t=0.3713，P=0.7124）；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为（9.5±0.4）分，

对照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为（11.2±0.6）分,两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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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果对比显示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效果更

佳，组间结果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t=10.5429，
P=0.0000）。 

2.3 组间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指标中的评分结

果分别为生理功能（61.2±5.6）分、社会功能（58.6
±5.1）分、躯体疼 痛（60.3±5.5）分、情感职 能（57.5
±5.2）分；对照组患者以上生活质量各指标评分结

果分别为（61.1±5.5）分、（58.7±5.2）分、（60.2
±5.2）分、（57.6±5.3）分，两组各项指标结果对

比显示无统计学意义（t=0.0569、0.0614、0.0590、
0.0602，P=0.9549、0.9514、0.9532、0.9523）；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以上生活质量指标评分结果分别达

到（92.3±7.9）分、（91.6±7.4）分、（90.2±7.8）
分、（90.5±7.5）分，对照组患者评分结果为（86.6
±6.5）分、（82.6±6.2）分（84.3±6.4）分、（85.8
±6.3）分，两组指标结果对比显示观察组生活质量

改善效果更佳，两组结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917、4.1691、2.6151、2.1459，P=0.0172、
0.0002、0.0127、0.0383）。 

3 讨论 
失眠在临床上的发病率较高，导致该病发生的

因素较多，其中包括环境因素、行为因素、精神因

素、情绪因素、年龄因素、疾病因素以及药物因素

等。尤其是长期存在压力过大以及情绪波动，会进

一步增加失眠的发生概率。而长期处于失眠状态会

严重损伤患者的身体各项机能，导致患者的机体免

疫能力降低，并且会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最终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3]。目前临床西医

针对该病主要通过安定类药物改善患者的失眠症

状，艾司唑仑片是临床治疗失眠症常用的药物之一，

该药可有效抑制中枢神经系统，达到镇静以及催眠

的作用。但由于失眠症比较顽固，多数患者需要较

长时间用药治疗，而长时间用药会导致患者出现药

物依赖性，同时还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且停药

后复发率也较高[4-5]。在中医领域中将失眠症归属于

“不寐”的范畴，认为本病的发生多数是由于长期

熬夜、情志不佳以及不合理饮食所造成的肝血濡养

功能减退，长期肝气郁结不畅、阴阳失调及气血失

衡，最后引发肝血亏虚失眠症[6]。为此，本篇文章

中对肝血亏虚证失眠患者在西药治疗基础上添加了

中药加味酸枣仁汤，且最终经过分析显示，该治疗

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加味酸枣仁汤方中添加的

酸枣仁具有养肝敛汗以及宁神安心功效；法半夏化

痰燥湿；煅牡蛎收软坚散结、收敛安神；夜交藤祛

风通络、养心安神；玄参清热解毒；知母清热泻火；

茯苓皮利水渗湿、健脾和胃；枸杞补肝养血、滋补

肝肾；当归补血活血；川穹理气活血；炙甘草补脾

和胃、益气复脉及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可达到调和

气血、疏肝解郁、补益肝肾及养血安神的功效；同

时配合临床西药治疗，可进一步提高疾病治疗效率，

短时间内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

减轻疾病对患者健康造成的影响，最终帮助患者提

高生活质量[7-8]。 
综上所述，运用中药加味酸枣仁汤联合西药方

案治疗肝血亏虚证失眠疾病，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治

疗效果，尽早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但鉴于本次研究数据有限，所以还望临床相

关学者能够在对本病的临床用药治疗做更深入的探

究与分析，进一步提高临床疾病治疗效果，帮助患

者尽早改善失眠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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