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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医学及其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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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医学， 又叫音乐医疗学或音乐治疗学， 即音乐疗
法，它是研究如何用音乐治疗、康复、教育和训练患有身体和
精神疾患的儿童或成人，保护人群健康的一门学科。 其不仅
用于治疗心身疾病，而且还具有保健作用。 音乐之所以具有
治疗疾病的功能，完全是由其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正如罗曼·
罗兰所说：“音乐不是一种单纯的消遣，它或是对于心灵的一
种理智上的裨益，或是镇定和整饰灵魂的一种抚慰……。 ” [1]

1%%%%历史
音乐医学是音乐与医学之间派生出来的一门既古老又

新兴的学科。 音乐医学这一概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毕达戈拉
斯提出的，它撇开迷信观念，首次科学地指出了音乐对于人
体心理活动的影响。 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亚里斯多得也曾对
音乐的医疗价值作出了正确的评论。 古埃及曾有“音乐为人
类灵魂的药”的记载。 现代的音乐治疗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近 20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音乐知识的普及，心身医学及康复医学的发展，促进了音乐
医学的发展。 自从 1950年美国成立了全美音乐治疗协会后，
音乐治疗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疗法。 美国政府将其规定为医学
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1958年英国建立了英国音乐协会，此
后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 45个国家先后成立了音乐治疗机
构。
在我国，远古先民很早就认识到歌乐和药物的联系，这可

以从樂、藥、療三字同源为证。 樂、藥二字见于甲骨文与金文，
樂为療的正字，《说文解字》说：“療，治也。 ” 又说“本作樂”
[2]。藥、療均从樂得声，樂为乐器，苦乐鼓舞歌呼，舒体娱心，前
人以为源自先民宣导筋骨、气血之需，与药物体异而用同，均
有调治之效。 金元名医张子和治疗悲伤过度的病人时，请艺
人跳舞唱歌来配合药物治疗。 这说明在古代的医学实践中就
已经认识到音乐的医疗价值。 目前我国已经有近万家医疗单
位建立了心理音乐治疗室，治疗范围也由原来的精神、神经
系统的疾病而拓展为对内、外、妇、儿、牙、肿瘤等多种疾病的
预防和治疗。
2%%%%方法

音乐医学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两种。（1） 主动性音乐治
疗：通过让患者唱歌、跳舞、演奏来调节情绪，逐步建立适应
外界环境的能力，其在国外主要用于精神病院和康复医疗机
构。（2）被动性音乐治疗：让患者感受音乐，在欣赏音乐的过
程中，通过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声、音色等因素影响人的神
经系统以达到治疗作用，其要注意乐曲的选择，一般应选择
内容健康、节奏明朗、旋律优美、声音和谐的音乐。 此外，还有
综合性音乐治疗，如音乐引导气功疗法、音乐电疗法、音乐运

动疗法等。
3%%%%适应症

心理学家认为，歌曲的重复或拍手游戏以他们一种简单
的可预知的能力给患者一种安全感、顺序感及成就感。 音乐
也已运用到治疗、康复、护理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1）精神性疾病：对神经官能症、抑郁症和功能性头痛
有明显疗效； 音乐可使多动症的儿童变得合群和注意力集
中；镇静性音乐能使手足多动症的患者放松，刺激性音乐有
助于痉挛的协调。（2）心血管疾病： 听民族音乐可明显减轻
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症状，使心率变异性提高，自主神经功能
改善；听安静抒情轻快的乐曲可使心梗、心脏介入治疗患者
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术后患者心率降低，血压下降，心肌耗氧
量减少； 音乐治疗对心律失常尤其是非器质性心律失常有
效，可减少室性早搏和室上性早搏的次数，显著减轻患者的
心慌、胸闷、胸痛症状。（3）肿瘤：音乐可使癌症患者化疗后
产生恶心的持续时间减少及呕吐严重程度降低，改善肿瘤患
者心理和精神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4）脑功能改善：音
乐治疗已用于改善脑瘫患者与肌萎缩患者运动的协调，也用
于严重语言障碍患者中教授呼吸的方法及句子的控制；老年
痴呆症、帕金森病、脑外伤后意识障碍、脑中风等患者在进行
音乐治疗后，运动能力改善，社会交往增多，情绪的稳定性增
强。（5）手术镇痛：国外有研究报道对手术的患者根据喜好
选择安神音乐、古典音乐或现代音乐，结果在听音乐 20分钟
后患者呼吸频率、血压脉搏均低于听音乐前状态，同时焦虑
计分下降。（6）ICU中的应用： ICU房环境往往造成患者焦
虑、恐慌、抑郁等负面情绪，音乐可缓解患者压力，促进患者
身心康复，避免 ICU综合征的发生。
4%%%%%%%%展望

音乐对人心身的调节作用是肯定的，音乐疗法在心身疾
病治疗康复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音乐对人的影响包括音
乐自身的节律旋律、节拍、调式、音色等固有内容外，听者的
接受水平，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民族、语言及对音乐的喜好
程度均对音乐治疗的疗效有很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音乐医学的普及推广。 但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文教育的不断深化，在医护人员和音乐专家的共同努
力下，科学和艺术完美结合的音乐医学必将为患者创造一个
更为良好的治疗和康复环境，为人们的身心健康发挥其独特
而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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