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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与认知功能

二零二一年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

全国六十周岁及以上人口约为全国总数的 18.7%，与

2010 年相比，上升 5.44%。数据表明，我国老龄化发展

态势十分严峻，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快速老龄化意味着

人口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恶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可

能会经历身体和精神的认知障碍。与家庭中的老年人相

比，那些长期居住在护理机构如养老院的老年人认知障

碍的比例更高，包括记忆受损、定向障碍、理解他人的

能力受损、判断能力受损和沟通能力受损。抑郁和焦虑

是这些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目前还

难以得到诊断和治疗。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之一是其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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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认知和行为障碍正在成为全球神经损伤的负担。行为和认知功能的衰

退是衰老的一部分，其特征在于记忆力、语言能力、执行能力以及情感功能方面至少两个认知领域的下降，其严重

程度足以影响社会或职业功能。音乐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可以产生强烈的情感和认知影响。本文介绍了有计划的音

乐干预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作用，以及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音乐干预的实施步骤，旨在更好地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减少抑郁和焦虑，提升老年生活质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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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and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re becoming a global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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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功能的影响。

为了解决老年人的这些问题，医生们使用了精神类

的药物治疗。但是这些治疗会增加有关不良反应的风险，

而非药物干预被认为是解决老年人精神问题（如抑郁、

焦虑和认知行为障碍）的更好选择。音乐干预、放松训

练、认知行为干预、回忆干预、娱乐活动和运动干预都

被证明具有抗焦虑作用。在这些干预措施中，音乐正在

成为一种重要的非药物干预方法，参与对老年人认知功

能障碍的治疗当中，并且可以缓解许多精神类疾病。音

乐的干预效果已经被用于改善睡眠，改善抑郁症状，改

变行为痴呆，缓解长期和短暂的焦虑状态。相关资料表

明，音乐可以通过不同的频率来刺激大脑的不同区域，

通过有计划的音乐干预这种机制来缓解老年人处理速度

和记忆力的下降，并影响老年人认知和行为的水平。

二、音乐干预对缓解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积极

作用

（一）音乐干预可以唤醒老年人的记忆力

“音乐唤起情感，情感可以带来记忆”。奥利弗·萨

克斯博士（1933-2015）的这句名言优雅地总结了音乐的

一个关键作用，即它传达和引发情感的独特能力，以及

它们与情节记忆的紧密联系。根据大量的研究发现，音

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刺激老年人的记忆力。音乐可

以支持回忆、精神、情感、社交和感觉刺激。通过聆听

年轻时代的歌曲可以帮助老年人记起过去的事情，重温

美好的回忆并唤醒老年人的记忆力。参与与自己熟悉的

音乐活动并向同伴分享过去的往事和回忆同样可以提高

个人认同感与和生活满意度。Collins 在二零一零年的研

究成果中表明，将音乐播放的方法和运用认知策略的方

式结合，对提高他们的记忆操作的水平也是很有效的。

更多的证据说明，音乐训练有助于降低因老龄化所导致

的记忆力的减退。科学研究表明，在青年时代学过音乐

的人，老了以后在记忆和理解音乐方面的能力测试都要

推迟十年以上老化。在该项研究中，对 80 多名五十五岁

至八十多岁的艺术家和非音乐家进行了神经心理测验和

研究。在心智测量、对视觉空间能力的评估、语言记忆

与行动能力等方面，对音乐家评分都较高。而上述发现

也证实，音乐干预活动能够有效缓解老人痴呆症患者或

防止老年人语言理解能力以及记忆力的减退，从而提升

生活质量。总体而言，音乐干预对老年认知障碍的影响

可能是由熟悉的音乐引起的舒适感和情感安全感驱动的。

我们推测，使用耳机可以增强这种效果。熟悉的音乐也

可以充满个人特有的情感，可以触发自传式记忆，帮助

老年人暂时恢复认同感。

（二）音乐干预可以缓解老年人的焦虑情绪

认知障碍会影响个体的认知，社交和心理方面，并

可能导致影响日常生活的情绪问题。在老年人中，焦虑

可能会增加认知障碍、记忆障碍和社会孤立等风险。音

乐可以减少焦虑，对情绪有一定的舒缓作用。音乐可以

同时诱导不同的情绪，这可能与基于感知到的声音刺激

激活不同的大脑区域有关。最近的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fMRI）研究表明，流行音乐可以唤起愉悦体验和强

烈的情绪反应，可能与大脑活动的特征模式有关。据报

道，音乐可以激活与情绪相关的神经通路。在接触音乐

的痴呆症患者中可以看到积极的情绪行为。例如，沉浸

式的音乐环境和演奏可以让老年人充分的表达自我。在

特定环境下，唱歌、即兴表演或者弹奏简单而有节奏的

乐器可以有效减少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据资料显

示，每周听一次音乐可以显著减少抑郁和焦虑。同样，

听音乐有助于降低高血压，而高血压与抑郁和焦虑密切

相关。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已经表明了音乐干预对老

年人不同的影响，例如减少焦虑，抑郁，压力，愤怒，

侵略性，和燥动，以及改善情绪状态。例如，在各种环

境下，听音乐和唱歌可以有效减少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

症状，并且通常对他们的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有益。

音乐干预是一种安全、人道的干预，产生的结果类似于

精神药物的处方。

（三）音乐干预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语言功能

语言功能的衰退是老年痴呆症的显著特点之一，主

要表现为语言表达能力的受损和对语言的理解力的障碍。

对于人类大脑来说，音乐可以说是最复杂和多域的刺激

之一，它涉及与多个平行认知，语言，运动和情绪过程

相关的颞，额，顶叶，小脑，边缘和边缘的大脑区域的

大型双边网络。音乐和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神经基础和共

同的特征，如音高、节奏和句法。此外，诸如音调处理、

节奏处理和句法处理。在音乐疗法中，旋律语调治疗是

一个音乐疗法方案，广泛用于对语言困难病人的治疗。

它能够通过增加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共享部分，例如音调

或旋律，间接修复语音回路，因此在痴呆病人中有约三

分之二的痴呆病人被发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语音系统损

伤。在痴呆症的临床经验中，有关患者对人和事物的认

知及接受功能的衰退一直是难以攻克的难题，也少有先

例将音乐能力及演唱能力作为重要指标进行研究，但在

失语症的康复训练中，这些能力却始终作为患者康复的

重要指标之一，相关领域的学者也认同这些能力与患者

的认知及思维能力息息相关。1988 年 Beatty 等人描述了

一位身患严重的失语症病人，这个失语症病人竟然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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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陌生的歌词进行独唱，并在木琴上演奏。这也表明音

乐干预对个体认知中的语言功能具有积极的效果。

三、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音乐干预的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

在准备阶段研究人员要详细制定评估调查表格，获

取养老院老年人的详细资料，了解老年人的音乐偏好。

确定干预计划的实施时间、实施范围、实施对象以及被

试参与者的心理活动状态等。

（二）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主要包括：实施前的全面评估、实施内容、

实施方式以及实施特征等。实施前的全面评估相当于战

前情报调查，此时要详细到每一个细节。评估分为音乐

的评估及非音乐的评估。音乐的评估分为节奏、旋律、

乐器演奏、音乐记忆能力四个部分；非音乐的评估包括

行为、认知、情绪、社会、交流五个部分。评估可以在

养老院的娱乐室进行，由一名合格的音乐干预师和一名

护理师实施。每次干预进行 50 分钟，每周进行 1-2 次，

持续 12 周。在活动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可以提前向参与

者介绍一天的音乐课程，并提前建立融洽友好的关系，

目的是让参与者在此次干预活动之前感到放松和舒适。

评估内容主要是参与者进行简单的歌唱练习、有节

奏的乐器表演以及互动式的音乐聆听。通过集体性的合

唱练习不仅有助于增加肺活量、改善老年人的心肺功能，

增加他们的思维活力和记忆力，还可以促进老年人之间

的交流，提升社交能力从而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感和忧郁

情绪。有节奏的乐器演奏也是常常使用的方法。如手鼓，

手鼓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打击类乐器，简单易学。在打

鼓的过程中，注意力全神贯注于左右手的配合和节奏的

控制，肢体的运动和节奏的进行可以有效刺激老年人左

右半脑。集体性的手鼓训练不仅可以释放老年人的压力

还可以刺激脑部损伤患者的积极反应，缓解老年人认知

功能的障碍。在互动式的音乐聆听环节中，尽量选择适

合老年人人群的音乐来促进回忆。将音乐作品加载到电

视机或播放器上，参与者可以通过协商，自由选择自己

喜欢的音乐。在参与者不愿意选择音乐或只选择几个音

乐项目中，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听各种自己喜爱的音乐曲

目。在活动干预期间，也可以进行无组织的个人回忆，

鼓励参与者回忆过去的事件，如童年经历、爱情、婚姻

和家庭生活。每次活动尽可能录像，便于以后的研究，

并评估参与水平。

评估方式采用的是主动式音乐干预和被动式音乐干

预相结合的方法。主动式音乐干预包括了对音乐进行表

演如乐器演奏等以及歌曲演唱、舞蹈训练等方式。通过

音乐实现的表达，将音乐和乐器融为一体，鼓励参与者

通过即兴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情绪。被动式音乐干预只

需要参与者聆听音乐，通过聆听音乐诱发参与者生理和

心灵上的感受和体验，通过音乐讨论、音乐回忆和音乐

想象从而引发老年人的回忆和思考。音乐的类型可以是

多种多样的，包括轻音乐，古典音乐，民间和流行音乐

等。在实施过程中，研究人员要注意干预的整体性、动

力性、灵活性。

（三）总结阶段

在此阶段，音乐干预研究人员要将每一位参与者在

干预活动中的情况详细的记录下来，并写明问题所在。

活动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讲述想法、印象或任何可能

有助于他们体验的问题。参与者还应该被鼓励分享他们

的心得、他们从音乐干预活动中获得的成就感，以及他

们对可能转移到其他非音乐任务的预期，例如社交感知

等。此阶段需要了解并正确评估参与者每周接受一次干

预后的心理状态。

四、结语

音乐是一种简单、方便和可持续的干预办法，可以

大规模地用于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群。它可以减缓认

知障碍老年人的认知恶化。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关注

音乐的类型、音乐干预的持续时间和干预频率等方面的

问题，需要进行样本量较大的纵向或随访研究，以检查

长期干预项目对更多认知障碍老年人的影响，并深入了

解可能的维持效果，例如生活质量和抑郁症的改善等方

面。在关注有认知障碍老年人的同时，也应关注认知水

平尚未明显受损的老年人群体，以延缓其认知老龄化的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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