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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中華針灸醫學會會員/中華傷科醫

學會會員 

 主治專長  

•感冒咳嗽、過敏體質調理、腸胃疾病、

癌症調理、兒童轉骨、老年疾病、糖

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一般婦科、

產後調理、更年期症狀、腦中風後遺

病、筋骨痠痛等退化性關節炎、疲勞、

頭痛、失眠、自律神經失調等神經精

神疾病。 

一位七十歲的女性患者，難入眠多年，每週需服3~4 次安眠藥物才可入睡，眠淺易醒，醒後仍覺疲累。
長時間失眠造成肩頸僵硬痠疼、心悸、注意力無法集中等。 
以中醫觀點來看，失眠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是身體其他疾病影響，原則上以先治療疾病為主；二是
心理或情緒因素，治療這類型的失眠，則需依照不同證型來辨證論治，包括心脾兩虛型、肝鬱化火型、
心腎陰虛、痰熱內擾型，可分別使用歸脾湯、龍膽瀉肝湯、天王補心丹、溫膽湯。 
除了吃中藥調理體質，也可用針灸來加強療效，常選用的穴位有神門、內關、安眠、太衝、三陰交，
耳穴可用耳神門、交感、心點、腎點、肝點來治療。另外推薦1種有助於調理身體、改善失眠的茶飲，
甘麥大棗茶(甘草三錢、浮小麥五錢、大棗（紅棗）10顆，並加入1000毫升的水，煮好後放涼，可早晚
各喝100c.c)。   
                                        失眠只是一種症狀，所以要先知道失眠背後所隱藏的疾病、習慣、壓力及體質， 
                              要針對不同問題來加 以改正，尤其是心理壓力及生活習慣的改變，往往心境改變了， 
                              失眠便可不藥而癒。千萬不要未經醫師評估就自行購買鎮靜 
                              安眠藥物服用，這樣可能會延誤病情，也容易造成藥物成癮 
                              依賴，或產生不良反應 失眠又傷身， 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