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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音乐治疗对焦虑症患者焦虑症状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唐继红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目的：评价和分析音乐治疗在焦虑症患者治疗中的应用，及对其焦虑症状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诊治的 78

例焦虑症患者，根据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与音乐组，各 39 例。对照组予以对症治疗，音乐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音乐心理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

后焦虑症状及睡眠质量，焦虑症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价，睡眠质量采取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结果：两组患者通过治

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且音乐组患者的 HAMA、PSQI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通过对焦虑症患者采取音乐心理治疗可有效减轻焦虑症状，改善其当前心理状态，并提高睡眠质量，能够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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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on Anxiety Symptom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music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e on anxiety symptoms and 

sleep quality. Methods： A total of 78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music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method， with 3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the music group was given 

music psycho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xiety symptoms and sleep qu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xiety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by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and sleep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HAMA and PSQI scores in 2 group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and HAMA and PSQI scores in musi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Music psychotherapy for anxiety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nxiety symptoms， improve their current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which can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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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疗法起源于古代。古人提出了音乐可以调理气血，治病救人[1]。

中医传统的五音理论认为，宫、商、角、徵、羽刚好与人的脾、肺、肝、

心、肾等器官相对应[2]。音乐的节奏、情感、歌词等能改变一个人的大

脑皮层，释放出化学元素，从而让个体感到放松，没有了焦虑感。音乐

治疗目的是意味着既要清晰地界定出需要治疗的心理问题或靶行为，如

情绪低落、焦虑、烦（心神不定）、悲哀、愤怒、存在虚无感或无意义

感，又要明确通过治疗将要实现的具体目标，例如识别和界定出一个恐

惧症患者在某种特殊情境下恐惧发作的症状，并假定通过教授学习在音

乐背景下的放松术，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放松的治疗目的[3]。音乐

治疗主要通过心理治疗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来加以体现。所以，音乐

治疗应该有一个由多首乐曲欣赏或演奏的系统性设计，而不是说用一首

乐曲就能实现一个治疗目标。本研究选取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诊

治的 78 例焦虑症患者，进行不同方式治疗，效果明显，现报告如下。 

一、资料及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诊治的 78 例焦虑症患者，根据随机

数字法分为对照组与音乐组，各 39 例。对照组中男女比例 18：21；年

龄 18~47 岁，平均年龄（33.5±4.8）岁；学历：专科及以上 11 例，高

中 20 例，初中 8 例。音乐组中男女比例 17：22；年龄 19~46 岁，平均

年龄（33.2±4.3）岁；学历：专科及以上 12 例，高中 18 例，初中 9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二）方法 

对照组予以对症治疗，包括常规药物治疗、焦虑症知识普及、健康

宣教、精神疗法等措施。 

音乐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音乐心理治疗。音乐疗法中的乐曲选择

须符合以下两个标准：一是低音厚实深沉，内容丰富；中、高音的音色

要有透明感，像阳光透射过窗户一样，具有感染力。二是音乐中的三要

素即响度、音频、音色 3 个方面要有和谐感。即选择的乐曲要与自身的

状态保持平衡性，使音乐的“阴与阳”“静与动”“强与弱”平衡。不同

类型的焦虑症患者，可选用适合自己体质的曲子，可运用五行配属的生

克关系来选择。 

伴有失眠的焦虑症患者可选择和声简单、音声和谐、旋律变化跳跃

较小、缓慢轻悠的乐曲，以二胡、箫等音色比较好，中心频谱在 125～

250Hz 容易诱人入睡。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摇篮曲》

（贺绿汀曲）《姑苏行》都是良好的催眠佳曲。音乐治疗选择睡前进行，

一般 20~30 分钟，或更长至 40～60 分钟，音量不超过 60 分贝。保持室

内环境安静，造成睡眠的气氛，在音乐治疗前，至少半小时内，不宜做

过多剧烈的运动。催眠音乐的应用中，如果加上患者的信赖和配合，效

果会很好。 

伴有烦躁的焦虑症患者宜多选择柔和、悠缓的乐曲，舒展、明快，

旋律酣畅、生机勃勃的乐曲，如《平湖秋月》《汉宫秋月》《渔舟唱晚》

《春辉曲》《阳春白雪》《鲜花调》《满庭芳》《鹚鸪飞》《百鸟朝凤》《空

山鸟语》《听松》。按中国传统音乐五行选乐方式，可以宫调式、羽调式

为主。音乐治疗每次 20~30 分钟，每日 1 次，20 天为一疗程。 

（三）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焦虑症状及睡眠质量，焦虑症状采用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价，共 14 个评分条目，总分 56 分；0~6 分：正

常；7~13 分：可能存在焦虑症；14~20 分：存在焦虑症；21~28 分：

明显焦虑症；≥29 分：严重焦虑症。 

睡眠质量采取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PSQI 量表共 7 个

评分项目，每个项 0~3 分总分 21 分，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睡眠质量越

差。 

（四）统计学处理 

将本研究所收集数据，纳入 SPSS26.0 统计学软件分析，用（%）所

有计数资料，以卡方检验差异。采用（ x s± ）表示所有计量数据，

差异用独立 t 检验。对比差异明显用 P<0.05 表示。 

二、结果 

（一）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症状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通过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

降，且音乐组患者的 HAMA 评分（14.38±2.82）分明显低于对照组（20.95

±3.46）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MA 评分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音乐组 39 36.48±7.06 14.38±2.82 

对照组 39 36.21±7.15 20.95±3.46 

t  8.973 3.186 

P 值  0.683 0.003 

（二）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睡眠质量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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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通过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

且音乐组患者的 PSQI 评分（5.06±0.87）分明显低于对照组（8.21±1.15）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SQI 评分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音乐组 39 14.29±2.38 5.06±0.87 

对照组 39 14.18±2.26 8.21±1.15 

t  10.824 2.438 

P 值  0.703 0.000 

三、讨论 

音乐疗法，就是通过音乐所产生的频率和声压，刺激大脑皮层，使

之产生兴奋元，达到改善情绪、振奋精神的目的。同时，音乐可以帮助

人们减轻心理压力，降低紧张感，消除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4,5]。

大量研究[6,7]表明，音乐疗法对焦虑症患者、痛苦呻吟者、卧床不起者、

痴呆者、手术治疗者等都起到了好的效果。音乐能改变焦虑症患者的心

境，许多患者生病前胆小怕事，面对压力他们不知如何化解，淤积在心

里时间久了便得了焦虑症。音乐治疗能舒缓他们的心情，改变他们的心

态。音乐可以催眠，对于焦虑症患者来说，听一些节奏优美的音乐常常

能让他们平静下来，轻松地进入梦乡。研究[8]表明，音乐治疗既要循序

渐进，又要保证设计的治疗单元形成系列和情境的多元化。所有情绪都

有从强烈到轻微不同程度的区别，如非常高兴和有点高兴是不同的，所

以，无论有关悲或喜等情绪的引导，都应遵循从轻到渐强秩序进行。后

者如治疗一个症状应设计从多种情境下表达同一个音乐主题来切入的

方案[9]。 

同时通过保持焦虑症患者相互合作的音乐活动，渐渐地建立更多信

任感。出现在音乐治疗中想象力的引导、音乐节奏、音乐律动、即兴创

作与乐器演奏等。在音乐治疗期间，焦虑症患者人际互动时焦虑评分明

显降低，主要是由于患者在音乐活动中的自信心建立，使患者的焦虑症

状得到明显改善[10]。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通过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且音乐组患者的 HAMA、PSQI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通过对焦虑症患

者采取音乐心理治疗可有效减轻焦虑症状，改善其当前心理状态，并提

高睡眠质量，能够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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