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作者简介：王静，编辑，Ｅｍａｉｌ：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ｊ＠１６３．ｃｏｍ

音乐对老年慢性病及老年综合征治疗作用的研究进展

王静ａ，程翠ａ，方向ｂ，胡世莲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ａ科研处，ｂ老年医学科，合肥２３０００１

［摘要］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也对人体的生理及心理等多方面产生影响。自古以来人们对音乐在防病治
病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现代研究认为音乐在高血压病、冠心病、痴呆等老年慢性疾病以及焦虑、抑郁、谵

妄、慢性疼痛、睡眠障碍等老年综合征的防治中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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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１］显示，２０２０年底
我国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１８．７％；提示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老年期后，人体

器官功能逐步衰退，易发生呼吸、心血管、神经及

肿瘤等多系统疾病，以及焦虑、抑郁、失眠、慢性疼

痛等老年综合征；也导致老年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逐年上升［２］。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在给人带来美

好的听觉享受时，还可以对人体产生生理及心理

等多方面的影响。循证医学研究显示音乐可为老

年患者带来益处，能够缓解紧张和焦虑情绪，改善

老年患者的生理功能、认知功能、行为功能和情绪

功能等，进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３４］。本文就

音乐治疗在老年慢性疾病老年综合征中的应用做

一综述。

１　音乐对慢性疾病治疗作用的起源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自发运用音乐来调节情

绪。我国音乐历史悠久，音乐也是治疗疾病的一种

古老方法。在中国古代“乐”与“药”字同型，音乐的

五音与五脏互通，具有预防保健、调理亚健康的作

用［５］。两千多年前著名的史学巨作《史记》中即记

有“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

也”［６］。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等医学古

籍中均记载了音乐治病的原理［７］。元代中医名家

朱震亨提出“乐者，亦为药也”，认为音乐是一种精

神疗法。清代名医吴尚光在《外治医说》中记有“看

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药者”，认为音乐治疗不

比药物治疗差［８］。综上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对音乐

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古埃及人把

音乐称作“灵魂的医学”，波斯人用古琵琶来治病；

古代希腊人也认为音乐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古希腊

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不同程

度地提出了音乐对人心理的影响。公元前５世纪时
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对音乐与健康有着这样

的哲学观点：和声的音乐能够抚慰人的心灵，改善或

者缓解人们精神及身体上的病痛，将其称为“音乐

医学”［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是提倡音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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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驱，他们认为音乐会使情绪失控的患者情绪舒

缓，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１９世纪开始，医学逐渐介入音乐治疗的研究，
１８９０年奥地利医生厉希腾达尔发表了“音乐医生”
的观点，提出用音乐治疗疾病的概念。进入２０世纪
后，由于留声机的逐渐普及，音乐治疗逐渐成为一门

系统的、被研究者和公众广泛认同的学科。在之后

的一个世纪中，欧美等很多西方国家纷纷成立了音

乐治疗的专业组织，对多种慢性疾病进行治疗干预。

音乐最初在医院用于缓解患者紧张及焦虑情绪，帮

助患者入睡，减轻手术疼痛；后来音乐疗法逐步用于

高血压、心脏病及痴呆等慢性病的保健及辅助治疗，

并取得良好效果［４］。１９８９年中国也成立了“中国音
乐治疗学会”，并且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专业的

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近年来，音乐疗法对压力导致

的焦虑、抑郁及失眠等健康方面的问题，取得了较好

的治疗效果，音乐治疗正逐步被我国专业研究人员

与大众所认同［１０１１］。

２　音乐对老年慢性疾病的治疗作用
２．１　音乐对高血压的治疗作用　我国６０岁以上老
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达到５０％以上［１２］。高血压是心

脑血管病的最主要危险因素，所以高血压防治成为

老年患者重点关注的慢性病之一。目前高血压的治

疗主要是药物治疗。老年人的高血压病存在脉压差

增大、血压波动大等特点，常常与多种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疾病并存，往往合并肝肾功能不

全［１２１３］。常规药物治疗容易导致低血压、多重用药

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等多种不良事件。因此在药物降

压治疗老年高血压的同时，需要积极探索药物治疗

之外的疗法。近年来，音乐疗法在控制高血压方面

取得了一定进展，目前多项临床研究显示音乐疗法

能有效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但音乐对收缩压及

舒张压的降压效果方面，不同的研究［１４１７］得出的结

论存在一定差异。土耳其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１４］

显示音乐疗法可显著降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

可使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下降约 １３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舒张压下降约 １０ｍｍＨｇ。
ＩｍＯｕｎ等［１５］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音乐疗法

可显著降低２期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可使２期高血
压患者的收缩压下降 ９．５ｍｍＨｇ，舒张压下降
６．１ｍｍＨｇ。有部分研究显示音乐疗法降压作用主

要体现在降低收缩压，而无明显降低舒张压的作用。

Ａｓｔｕｔｉ等［１６］研究结果显示音乐疗法可降低社区老年

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但对舒张压降低作用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 Ｋｕｎｉｋｕｌｌａｙａ等［１７］研究认为音乐可

以降低舒张压，当音乐作为辅助手段使用时，还可以

使血压处于高血压前期的受试者受益；音乐联合生

活方式的改变可以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２．２　音乐对冠心病的作用　近３０年我国冠心病的
发病率和病死率呈逐年增长趋势，是威胁我国老年

人健康的首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全球冠心病

死亡人数将增至总死亡人数的１６％［１８］。研究认为

焦虑、抑郁不仅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且是心

血管疾病预后和转归的重要预测因素［１９］。冠心病

患者大多有情绪障碍的表现，其不仅降低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严重影响治疗的效果和预后，并且导致病

情恶化，诱发急性心肌梗死。

音乐疗法对心身两方面均可以产生影响，可以

在一定时间内使人缓解紧张，处于放松状态，继之降

低血压、减缓心率、改善心脏供血、减轻不适症状；对

人体尤其是老年人无明显的伤害，也不会与其他药

物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对老年人安全可靠。近年来，

国内外已经有不少临床研究采用音乐疗法对冠心病

患者进行干预，研究显示音乐干预能够促进冠心病

患者疼痛的缓解，使老年冠心病患者紧张缓解及状

态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症状［２０］。

一项纳入 ２６个随机对照试验一千多例冠心病
患者数据的系统评价［２０］显示，音乐疗法可能对冠心

病患者，特别是心肌梗死患者的焦虑产生有益的影

响，让患者自行选择听哪种音乐时，减轻焦虑的效果

最大；此外，音乐疗法还可以对冠心病患者的收缩

压、心率、呼吸频率、睡眠质量和疼痛产生有益的影

响。血管内皮功能失调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预防和改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极

有可能成为预防和治疗冠心病的新途径［１９］。

Ｄｅｌｊａｎｉｎ等［２１］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认为稳定

型冠心病患者在定期运动训练的基础上，通过听自

己喜欢的音乐明显改善了内皮功能，可以作为一种

非药物干预手段。上述研究表明音乐疗法有益于老

年心血管病的康复。音乐疗法还可以对类心绞痛患

者的情感障碍进行有效的干预。姚倩等［２２］研究表

明音乐疗法可以降低患者交感神经张力，扩张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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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和外周动脉，从而使部分患者血压和脉率下降，

降低心肌耗氧量并增加心肌供氧；音乐疗法能显著

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状态，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音乐疗法没有场地限制，不需要增加患者的额外费

用，患者的依从性也强，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２．３　音乐对痴呆的作用　我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群
痴呆患病率超过５％，患者总数超过１０００万；在８５
岁以上人群中老年期痴呆患病率接近１／４；如不采
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我国老年痴呆患者人数还将持

续增多［３］。痴呆不仅影响老年人群身体健康，导致

老年人生活质量降低，丧失人格尊严；而且对患者家

庭及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２３］。目前痴

呆尚无特效治疗手段，虽然长期服用药物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症状，但是治疗痴呆的效果有限；而且

长期用药容易导致进一步的认知功能损害以及椎体

外系反应等不良反应［２４］。

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音乐疗法作为一种非药

物干预措施，具有安全、简单及低成本等多个优点；

可以通过轻松、愉快地稳定患者情绪，从而起到很好

的辅助治疗作用［２５］。认知功能障碍是痴呆的主要

临床特点，同时还有感知、思想内容、情绪和行为的

改变；音乐疗法对这些症状均显示了一定的效果。

首先音乐疗法能够改善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及记忆

力。Ｉｎｎｅｓ等［２６］进行的一项临床随机试验研究显

示，音乐疗法干预３个月即能够明显改善痴呆患者
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而且干预６个月后会保持或
进一步改善痴呆患者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一项纳

入３４项临床试验的系统评价分析显示，音乐疗法能
够改善老年痴呆患者认知功能、焦虑抑郁及生活质

量。其次音乐疗法对痴呆患者的情绪及生活质量有

所改善，如ｖａｎｄｅｒＳｔｅｅｎ等［４］纳入的１７项基于音乐
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结果显示，为痴呆症

患者提供至少５次音乐治疗干预，可能会减轻抑郁
症状，但对躁动或攻击性可能没有影响。抑郁、躁动

和徘徊是与痴呆相关的常见行为，躁动是痴呆的一

种特殊有害症状；即使进行药物治疗，痴呆患者的这

些行为仍然经常存在，影响老年人及其家人和陪护

者的生活质量。Ｒａｙ等［２７］通过音乐治疗发现痴呆

患者的抑郁和躁动等症状明显减少，多变量分析证

实了音乐治疗与痴呆相关的神经、精神症状变化之

间的关系，在长期护理环境中广泛使用音乐疗法可

能有效地减少抑郁和焦虑症状。Ｐｅｄｅｒｓｅｎ等［２８］通

过对表现出躁动的痴呆患者进行音乐干预的荟萃分

析，系统评价分析显示音乐干预能显著减少痴呆患

者的激动及躁动行为，为音乐干预治疗痴呆患者躁

动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并且有研究发现熟悉的音

乐、每周２～３次治疗、每次３０～５０ｍｉｎ可达到最好
效果。负面情绪是痴呆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给患

者和家属造成很大困扰。适当的音乐治疗可以一定

程度上缓解这种负面情绪，减轻疾病的痛苦。在我

国的一项研究中，专门探讨音乐对痴呆患者淡漠的

改善作用。７０多名早期痴呆患者被分成干预组和
对照组，干预组患者接受每周３次，共１２周的音乐
治疗，内容包括聆听怀旧音乐和弹奏乐器；结果，干

预组的淡漠表现明显改善［２９］。这种疗法可以作为

药物治疗的有益补充。一项意大利的研究纳入４５
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

照组，干预组在服用美金刚的基础上，再给予音乐干

预治疗，对照组只常规服用美金刚；结果显示干预组

患者有更大的意愿与别人交流，比如发出声音、露出

笑容，活动范围也慢慢扩大，有更好处理人际关系的

能力［３０］。

２．４　音乐对老年综合征的作用　通常认为的老年
综合征包括焦虑、抑郁、谵妄、失眠、慢性疼痛、睡眠

障碍等。老年综合征对老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

响，是影响老年人日常生活质量和健康老龄化的主

要医学问题。ＫｌａｉｎｉｎＹｏｂａｓ等［１０］进行的循证医学

研究支持音乐疗法对老年患者焦虑和抑郁的正向影

响，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积极作用，并建议卫生保健

提供者可将音乐干预措施纳入社区和医院对老年人

的标准护理实践以及卫生保健政策中。谵妄是一种

以意识和认知功能改变为特点的认知障碍综合征；

谵妄虽然具有可逆性，但因谵妄的纠正难度较高，药

物治疗效果差，且容易加重病情。近年来研究显示，

音乐对老年谵妄患者具有一定的干预效果［３１］。

Ｗａｎｇ等［１１］研究显示音乐是改善社区老年人睡眠质

量的一种安全有效的非药物干预，特别是在改善睡

眠潜伏期、睡眠效率和白天功能障碍方面。循证医

学证据显示，音乐干预似乎对成人原发性失眠症具

有明显的优势。听音乐和与音乐相关的放松可能是

应用音乐干预的最佳选择［３２］。刘伟红等［３３］通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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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治疗结合放松训练应用于慢性疼痛患者的治疗

中，能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绪。ＧａｒｚａＶｉｌｌａｒｒｅａｌ等［３４］通过对多个随机对

照试验进行的系统评价分析表明，音乐可能是慢性

疼痛患者有效的辅助治疗措施，它能够减少自我报

告的疼痛及其程度；且自选音乐的镇痛效果明显高

于研究者所选的音乐。音乐干预早已被用于缓解老

年癌性疼痛，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基于数据文献进行了全面的
系统评估，从５２项试验中发现音乐疗法对癌症患者
的疼痛、焦虑、疲劳和生活质量有益［３５］。音乐减少

了焦虑，从而减轻了癌性疼痛强度，并提示音乐疗法

可减少患者阿片类药物的需求［３６］。

３　音乐对老年慢性疾病保健及治疗的理论依据
音乐特有的频率、节奏、旋律及和声等因素通过

听觉神经传到大脑边缘系统，与人体的生理节奏相

一致时，可能会发生同步和谐共振；使大脑皮层放松

的同时产生新的兴奋区，产生缓解疲劳、镇静及降压

的作用。音乐对大脑听觉中枢的刺激作用可以有效

地抑制相邻的痛觉中枢，从而有效地缓解疼痛。音

乐治疗时，血液中很多激素及神经递质的水平可能

会有变化。如音乐可以抑制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

素的分泌，诱导外周生成和释放一氧化氮来舒张血

管，使人的精神和生理状态都得到放松，降低血压；

音乐可以使内啡肽水平升高，缓解疼痛感觉。有研

究发现听音乐可以减少皮质醇的分泌，改善情绪障

碍。多巴胺水平的增加可改善执行功能、认知和注

意力［３７］，音乐可以促进纹状体内源性多巴胺释放。

应用现代成像技术研究发现音乐可以激活大脑边缘

系统及双侧脑区，调节躯体运动、自主神经及大脑皮

质的功能［３８］，调节人体的血压，维持血压的稳定。

音乐治疗还能够延年益寿。美国的一项流行病学研

究显示，美国著名音乐演奏家的平均寿命高于美国

平均寿命５年［３９］；老年人经常听喜爱音乐，可以唤

起美好的回忆，增加生活乐趣和生活信念，从而起到

延缓衰老的作用。

４　总结
音乐疗法历史悠久。随着循证医学研究的深

入，业内人士开始以更科学和量化的手段重新审视

音乐疗法在老年慢性疾病治疗及保健中的意义，为

音乐疗法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提供了契机。音乐疗

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高血压、冠心病、痴呆以及

焦虑抑郁、失眠、慢性疼痛等老年慢性疾病及老年综

合征。音乐疗法可以作为传统药物治疗的有益补

充。另外，音乐疗法的机制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音

乐治疗的标准实施程序尚未制定，这些问题都有待

于进一步探讨和解决。音乐疗法具有易于接受、便

于推广、双向调节、效果明显、经济实用的优点，作为

国内一种相对比较新颖的心理以及生理辅助治疗方

法，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医疗及保健行业的重视和青

睐，被广泛运用于慢性病的治疗及康复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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