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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醒是指儿童不能持续地整夜睡眠#在夜间睡

眠时常常醒来!!"

#为儿童时期常见的睡眠问题 !##B"

)

小儿频繁夜醒#父母每晚要消耗大量精力设法使之

重新入睡而成为家长的烦恼#小儿身体状况亦会受

到明显的影响) 近几年来#国内外对小儿睡眠问题

研究颇多#一般采用心理安慰*行为矫正*环境调整

及药物治疗等方法) 药物治疗主要是服用镇静催眠

和调节脑神经的药物#但其大多数都不是专为儿童

研制#且绝大多数家长不愿儿童接受药物治疗) 笔

者采用中医小儿推拿疗法治疗小儿夜醒#以其安全*

有效*无服药之苦#易于为患儿接受#受到患儿家长

的欢迎#现报告如下)

AI临床资料

A6AI诊断标准

参照美国睡眠障碍协会建议及-儿童少年精神

医学.

!!"

#以频繁夜醒为主要症状#表现为'

$

小儿

整夜睡眠过程中不能持续睡眠#频繁夜醒#或伴哭闹

至少 # 次#整晚的觉醒时间总计超过 B$ .()$

%

睡眠

效率%总睡眠时间\上床就寝至觉醒起床总时间&低

于 "$b$

*

睡眠问题每周至少发生 B 次#并持续 !

个月以上$

+

排除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等因素)

A6>I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来自天津脾胃病医院推拿科门诊#

自 #$$B 年 ! 月至 #$$E 年 !$ 月#以频繁夜醒为主症

而前来就诊的患儿#共 C[ 例#均符合上述诊断标准)

C[ 例患儿中男 #" 例#女 !_ 例$年龄最小 C 个月#最

大 #[ 个月#平均 !$6E kC6[ 个月)

>I方法

>6AI治疗方法

操作包括头部*腹部*背部手法)

$

头部手法'

患儿仰卧或坐卧于家长怀中#开天门 _$ 次#并依次

点揉印堂*神庭各 B$ =$分推坎宫 _$ 次#并依次点揉

攒竹*鱼腰及丝竹空各 B$ =)

%

腹部手法'患儿体位

同上#摩揉腹部 [ jE .()#以局部透热为度)

*

背部

手法'患儿俯卧位#捏脊 E j!$ 次#以局部潮红为度)

+

根据临床症状随证加减'脾脏虚寒型加补脾经*推

三关各 #$$ jB$$ 次#心经积热型清肝经*心经各

#$$ jB$$ 次#胆虚气怯型加揉心俞*胆俞各 B$ =#乳

食积滞型加揉板门*足三里#各 B$ =) 每次治疗

![ j#$ .()#隔日 ! 次#[ 次为一疗程)

>6>I疗效标准

参照PJW的睡眠检测法#并根据-中医病证诊

断疗效标准.

!C"的/不寐0*/夜啼0疗效评定标准)

$

痊愈'睡眠正常#睡眠效率 "[b以上#伴有症状消

失$

%

显效'睡眠延长#夜醒次数明显减少#睡眠效率

"$b以上#伴有症状明显改善$

*

有效'睡眠延长#夜

醒次数减少#睡眠效率 E[b以上#伴有症状改善$

+

无效'症状如前#睡眠无改善) 观察患儿睡眠情况及

其他临床症状#治疗 ! 疗程后用总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对睡眠状况进行评价分析)

>6DI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8088 !$6$ 软件#治疗前后用配

对6检验统计分析)

DI结果

治疗 ! 疗程痊愈 !B 例%#E6"b&## 疗程痊愈 B$

例%__6Db&#C[ 例患儿经 ! jB 个不等疗程的治疗#

全部痊愈#随访 B 个月无复发) 治疗后#患儿夜醒次

数减少#睡眠效率明显提高#其夜寐不安*夜啼等症

逐渐减轻) 随着患儿睡眠质量的改善#总睡眠时间

逐渐增加) 治疗 ! 个疗程后#患儿睡眠效率*总睡眠

时间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表 !&)

("_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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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I治疗 A 疗程后夜间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

%Mk@&

总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b&

治疗前 E6!# k$6DB E#6C k[6$

治疗后 E6EC k$6_E "#6! k#6"

6值 _6$CB !#6[E

9值 h$6$! h$6$!

OI讨论

儿童睡眠问题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

广泛重视!["

#小儿频繁夜醒时整晚觉醒时间占总睡

眠时间的 !$b以上#睡眠效率低下#睡眠呈/碎片

化0#将影响身心发育!_"

)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

我国小儿夜间睡眠时间普遍减少!D"

#比国外*国内

上世纪 "$ 年代对应年龄段儿童平均少近 ! '#儿童

睡眠问题有较高的发病率!E#""

#但目前的研究主要

涉及儿童睡眠流行病学调查!["

)

中医学认为#儿童睡眠问题总的病因病机在于

阴阳平衡失调) 中医推拿治疗当以调节阴阳平衡为

原则#辨证施术) 传统中医推拿认为#开天门*分推

坎宫具有很好的宁心安神作用$摩揉腹部 %腹为

阴&*捏脊背部%背为阳&督脉%总督一身之阳气&为

交通*平衡阴阳之法#可调节周身气血#和调阴阳#阴

阳和则夜寐安) 补脾经*清肝经*清心经及揉板门等

均为中医小儿推拿特有的操作方法#以调和相关脏

腑的功能) 推拿治疗后#患儿夜醒次数减少#睡眠效

率明显提高#其夜寐不安*夜啼等症逐渐减轻) 随着

患儿睡眠质量的改善#总睡眠时间逐渐增加#情绪不

稳*食欲不佳*大便不调等症状亦逐渐消失) 推拿治

疗小儿夜醒#既有整体调治之功#又易于为患儿接

受#具有独特的优势及潜力)

神经肽在体内调节多种多样的生理功能#如痛

觉*睡眠*情绪等) 最新研究发现神经肽在体内的分

布大多呈大脑与消化道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分布的

肽类又称为脑肠肽) 临床研究表明#喂养不当影响

小儿睡眠!!$"

#中医传统的摩腹*捏脊可以调节胃肠

功能!!!#!#"

#影响脑肠肽的表达!!B"

$调理脾胃功能对

肽类神经递质产生明显影响!!C"

) 因此#摩腹*捏脊

推拿手法#可以通过腹部L肠神经系统L脑肠肽类物

质的调节#达到调节睡眠的作用) 为传统中医推拿

手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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