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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小儿夜啼与五脏的关系及辨证归经施治等方面系统阐述湖湘针推学术流派“推五经,调五脏”治疗小儿夜啼

的临证思路。 中医学认为脾寒、心热、惊恐、食滞均可致小儿夜啼,病位主在心、脾,但与肺、肝、肾有着密切关系。 临床治疗小

儿夜啼需充分考虑脏腑之间的生克与助制关系,辨证归经施治。 心火内扰证的推五经方案为:清心经,清脾经、清后再补脾

经,清肝经,补肺经,补肾经,清后溪;脾胃虚寒证的推五经方案为:补脾经、补心经,补肺经,补肾经,清肝经,清心经;暴受惊恐

证的推五经方案为:补肾经,补脾经,补肺经,清肝经,清心经;食滞不化证的推五经方案为:清脾经,补脾经,清肝经,清心经,
补肾经,清或补肺经。 同时注意预防和调护,防止他病的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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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夜啼常见于新生儿及婴儿,白天如常,夜
晚不明原因啼哭不安,或每夜定时啼哭,甚者通宵

达旦,别名“惊啼” “儿啼”等[1] 。 目前,西医对本病

病因尚未明确,考虑多与小儿尚未发育成熟的中枢

神经和肠道功能相关,治疗多采用镇静类药物,但
疗效局限,且毒副作用大。 中医治疗包括内治法和

外治法,内治法经辨证论治予以汤药服用,但小儿

依从性差;外治法目前临床采用较多,包括针灸推

拿、药物敷贴、耳穴压贴、中药灌肠等[2-6] 。
湖湘名医刘开运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中医学推

拿专家,精研中医学理论,融汉、苗医学于一炉,造
诣精深,尤擅小儿推拿,其创立“刘氏小儿推拿疗

法”,最先提出“推五经”小儿推拿疗法[7] ,此疗法基

于五行生克与藏象学说,结合小儿五脏的生理病理

特点及五脏病候之虚实,通过八纲辨证和脏腑辨证

来确定主病之脏,以归经施治、五行助制为治则来

确定补泻之主次。 该五经为小儿特定穴,即五指指

尖螺纹面,按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顺

序,依次为脾经穴、肝经穴、心经穴、肺经穴、肾经

穴[8-9] 。 笔者基于湖湘针推学术流派“推五经,调五

脏”的学术思想[10] ,结合临床实践中对小儿夜啼治

疗的经验,探讨该病与五脏的关系及其辨证归经治

疗思路。
1　 小儿夜啼与五脏的关系

　 　 小儿夜啼在临床上需对生理性啼哭、不良习惯

引起的夜啼及病理性夜啼加以区分。 《育婴家秘》
言:“小儿夜啼,非饥则渴,非痒则痛……饥则哺之,
痛则摩之,痒则抓之,其哭止者,中其心也”,表明饥

饿、疼痛、衣被过冷或过热等皆可引起小儿不适从

而引发啼哭,若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措施缓解其不适

感,小儿停止啼哭,此属生理性啼哭;又《幼幼集成》
中载:“凡夜啼见灯即止者,此为点灯习惯,乃为拗

哭,实非病也”,此为不良习惯所致的夜啼而非病理

性。 中医学认为,小儿夜啼的病因分先天和后天

2 个因素。 先天因素多因孕母素体虚寒、喜饮生冷,
寒遗于胎;或孕母性情急躁、偏食辛辣之物、过服性

热之药,热遗于胎。 后天因素多因小儿脾寒、心热、
食滞、暴受惊恐等,如《保婴撮要·夜啼》载:“夜则

阴盛阳衰,脾寒愈甚……夜啼不安” “心属火,见灯

则烦热内生……故仰身而啼”。 综上所述,本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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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脾寒、心热、惊恐、食滞所致,病位主在心、脾,但
与肾、肺、肝等脏有着密切联系。
1. 1　 与心的关系　 《幼科发挥·心所生病》云:“心

属火恶热,心热则烦,多夜啼。”小儿乃“纯阳之体”
且“心常有余”,心火易盛,热扰神明,故心烦而啼。
此外,心为君主之官,人神所居,主司人之寤寐。 小

儿神志怯弱,易心神不宁,难以寐安;又心主惊,小
儿若见异常之物或骤闻特异声响,伤神伤志,致其

寐而不安,发为夜啼。
1. 2　 与脾的关系　 《保婴撮要·夜啼》曰:“夜则阴

盛阳衰,脾寒愈甚……腹中作痛而夜啼不安。”昼转

夜而阳转阴,脾乃至阴之脏,夜晚阴盛则脾寒愈甚,
故腹痛而致啼哭不止。 此外,小儿“脾常不足”,消
化能力较弱,稍有乳食不节,便易损其脾胃之健运,
以致宿食积滞, 脾胃气机失调, 夜卧不安, 啼哭

不止。
1. 3　 与肝的关系　 《普济方》言:“阳者脏热,夜则

阳衰,与热相搏……故作痛而啼。”小儿素体纯阳,
肝常有余,入夜肝阳潜于阴,夜为阴,故入夜阴盛于

外而阳搏在内,阳无所去,搏而化热,扰其心神,烦
躁而啼;又或因小儿喂养不当造成营养不良而血

虚,肝藏血、在志为魄,血虚则肝无所藏,神魂失其

所养,肝于丑时当令,故丑时小儿神宅难安而啼哭

不止。 小儿丑时不安难以入眠,又反使肝血亏虚进

一步加重,夜啼愈甚,病情反复难愈。
1. 4　 与肾的关系　 肾为先天之本,在志为恐。 《育

婴家秘》言:“血气未充……肠胃脆薄,精神怯弱。”
小儿“肾常虚”,易暴受惊恐,惊则伤神,恐则伤志,
以致神志不安,寐中惊惕而发啼哭。
1. 5　 与肺的关系 　 小儿“肺常不足”,抗邪能力不

足,寒暖不知自调,外邪易从口鼻而入或从皮毛而

受,首犯其肺,进而影响肺的生理功能。 肺为华盖,
助心行血。 《素问·宣明五气》 载:“心藏神,肺藏

魄”,肺气虚弱,行血无力,心血无以运行,心神无以

充养,神魂不安、魄无所舍而夜啼。
2　 “推五经、调五脏”治疗小儿夜啼

　 　 临床治疗小儿夜啼需充分考虑脏腑之间的生

克与助制关系,辨证归经施治。
2. 1　 心火内扰证 　 小儿夜啼的心火内扰证,属实

证。 心在五行中属火,其子为土 ( 脾),其母为木

(肝),其胜为金(肺),所不胜为水(肾)。 根据五行

助制关系确定五脏补泻之主次,主泻本脏(心),次

泻子脏(脾),兼泻其“所不胜”之脏(肾),兼泻母脏

(肝),稍补其“所胜”之脏(肺)。 又因小儿“脾常不

足”,不可轻易泻之,易伤脾气,因此需泻脾之后再

补脾。 肾藏先天之气、先天之精,宜补不宜泻,可泻

后溪代之,泻后再补肾经,防止补脾太过而克制肾。
因此,小儿夜啼心火内扰证的推五经方案为:清心

经,清脾经、清后再补脾经,清肝经,补肺经,补肾

经,清后溪。 方中重清心、脾两经以泻心脾之伏火;
再补脾经以防泻脾太过伤其后天之本;清肝经以疏

肝宁心、安神定志;稍加补肺以益气,宣散上焦之火

热;补肾经以滋阴补液降其心火。
2. 2　 脾胃虚寒证 　 脾胃虚寒证,属虚证。 脾在五

行中属土,其子为金(肺),其母为火(心),其胜为水

(肾),所不胜为木(肝)。 根据五行助制关系确定五

脏补泻之主次,主补本脏(脾),次补母脏(心),再补

子脏(肺),泻其“所不胜”之脏(肝),此又谓“补三

抑一法”,适用于五脏病的虚证治疗。 根据五行相

制中“心制肺,肝制脾”的规律,故有“清脾补脾必清

肝,清肺补肺必清心”之理论[8-9] ,因此在补心、补肺

之后需再加泻心。 小儿夜啼脾胃虚寒证的推五经

方案为:补脾经,补心经,补肺经,补肾经,清肝经,
清心经。 方中重补脾经以健脾温中助运;补心经可

温心阳以补脾阳,再清心、肝两经以安神宁志;补

肺、肾两经以益脾气、温脾阳、健脾运。
2. 3　 暴受惊恐证 　 暴受惊恐证,属虚证。 小儿神

气怯弱,暴受惊恐,惊则伤神,恐则伤志,心神不宁,
故夜间突然啼哭不止;治宜以定惊安神为法。 肾在

志为恐,五行属水,其子为木(肝),其母为金(肺),
其胜为火(心),所不胜为土(脾)。 根据五行制定其

补泻方案,先补本脏(肾),次补母脏(肺),小儿“脾

常不足”,故脾宜补不宜泻;补脾必清肝,防止肝木

乘脾的同时清肝以镇惊;补肺必清心,防止心制肺

的同时清心以宁心神、定惊除烦。 因此,小儿夜啼

中暴受惊恐证的推五经方案为:补肾经,补脾经,补
肺经,清肝经,清心经。 方中重补肾经以消恐镇惊;
补脾、肺两经一则补后天以资先天,二则益气藏魄

以安神;清泻肝、心两经以镇惊安神、疏肝宁心以防

肝风内扰。
2. 4　 食滞不化证 　 食滞不化证,属实证或虚实夹

杂证。 小儿“脾常不足”,乳食不知自节,易积于胃

肠,积而不化,滞久化热引起夜啼。 脾在五行中属

土,其子为金(肺),其母为火(心),其胜为水(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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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胜为木(肝)。 根据五行助制关系,先清脾,清
后需加补,固护后天之本;清脾补脾必清肝,防肝木

横犯脾土;兼补肾,补其先天以实后天,况“脾阳根

于肾阳”,故补肾以温脾阳、助脾运;肺则或清或补,
小儿食滞不化,脾土壅滞,健运失司,此乃实,当“实

则泻其子”清其肺,此当清肺;小儿素体脾胃虚弱,
腐熟运化不及,易致乳食停滞不化,此乃虚实夹杂,
当清脾后补脾继而补肺,益气以助脾运,此当补肺;
又“清肺补肺必清心”,同时火为土之母,泻母从而

达到抑子之效,故需清心。 因此,小儿夜啼中食滞

不化证的推五经方案为:清脾经,补脾经,清肝经,
清心经,补肾经,清或补肺经。 方中清脾经与补脾

经并用,一则健脾助运,消食导滞;二则防清脾太过

而伤其后天之本;清肝以疏肝,防土虚木乘;清心以

宁心安神;补肺经、肾经以益脾气、温脾阳、助脾运;
或清肺经以助清脾消滞。
3　 预防与调护

　 　 小儿生理上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病理上发病

较易,且传变迅速。 因此除治疗外,还需注重预防

和调护,更好地预防本病的发生及他病的传变。 小

儿夜啼的预防与调护需注重以下几点:1)乳母需注

意保养,少食辛辣厚味及难消化之物;2)脾寒夜啼

者需保暖;3)心热夜啼者勿过暖;4)惊恐夜啼者尽

量保持居住环境安静,可用轻声悠扬的音乐伴睡;
5)伤乳、伤食者,喂奶需定时定量。
4　 典型病案

　 　 患儿,男,9 个月 10
 

d,2020 年 3 月 23 日初诊。 主诉:夜
间啼哭不安 1 周余。 现病史:夜间啼哭,烦躁不宁,哭声洪

亮,面红目赤,每于关灯后稍缓解,纳差,小便调,大便干结,
3

 

d
 

1 次。 查体:精神一般,面色红润,囟门约 2
 

cm×2
 

cm,发
育正常,唇红,山根青,腹胀,舌尖红、苔黄,指纹紫。 中医诊

断:夜啼,辨证:心火内扰证。 治则:清心导赤、宁心安神。
推拿处方:1)开窍:开天门,推坎宫,推太阳,按总筋,分阴阳

各 24 次。 2)推五经:清心经 300 次,清脾经 200 次,补脾经

100 次,清肝经 200 次,补肺经 100 次,补肾经 100 次,推后溪

150 次。 3)配穴:水底捞明月 30 次,按揉小天心 100 次,清

大肠 100 次,清天河水 50 次,按揉天枢、中脘(消导法)、摩

腹各 100 次,按揉心俞、肝俞、胆俞各 1
 

min。 4)关窍:拿肩井

3~ 5 次。 每天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 3 月 28 日复诊:患儿

家属诉患儿夜寐安,纳佳,二便调,面色红润,精神可。

5　 小　 　 结

　 　 小儿夜啼多见于新生儿及婴儿,临床需区分生

理性啼哭和不良习惯引起的夜啼及病理性夜啼;生
理性啼哭者,去除原因则啼哭自主;不良习惯引起

的夜啼,需纠正不良习惯。 病理性夜啼则需明确病

因,如脾寒、心热、惊恐、食滞,究其所以,从而辨证

推治。
湖湘针推学术流派“推五经,调五脏”是脏腑学

说与五行学说在小儿推拿方面的具体运用。 “小儿

百脉皆汇于掌”,故选取手掌上的五经穴为施治点,
旨在运用补泻之手法刺激脏腑体表反应点,以调脏

腑之功能。 但是,临床治疗小儿脏腑疾病时不可将

思维拘泥于此理论,还需结合对症配穴,这样才能

使小儿推拿的疗效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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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的中药佐料(一)
　 　 我们在日常烹饪中经常会用到佐料,殊不

知,有些佐料其实是药食两用的中药。 这些佐料

不仅可以调和食物的气味、去腥、增香、增鲜,同

时还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
生姜为姜科植物的根茎,性温,味辛,归肺、

脾、胃经,具有发汗解表、温中止呕、温肺止咳、解
鱼蟹毒等功效,适用于外感风寒、头痛、痰饮、咳

嗽、胃寒呕吐。 人们感受寒邪后,急以姜汤饮之,
可达到驱散寒邪的功效。 ( http: / / www. cntcm.
com. cn / 2021-02 / 25 / content_8645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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