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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音乐治疗对精神科患者心理护理的影响 

李姣姣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焦作院区，河南 郑州 454002 

 

摘要：目的：分析音乐治疗的应用针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利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收集本院收治的 90名精神
分裂症患者，按照双盲选法分为 A组、B组各 45例，对比两组患者社会功能缺陷评分差异以及临床总体印象差异。结果：A

组 SDSS评分明显低于 B组患者；A组治疗后的 CGI-SI评分低于 B组患者。结论：应用音乐治疗的方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护理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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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理上，音乐疗法可以分别从生理、心理进行阐述
[1]
。

生理：音乐是作为一种情感语言，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相关
研究表示

[2]
,音乐能够通过人类的大脑边缘系统，进而对人体

的躯体运动及自主神经、大脑皮层功能进行调节，还能够提
高网状结构的刺激、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水平，对人体
产生积极作用。举例来说

[3]
，若患者听到节奏舒缓的乐曲时,

会刺激大脑进而促进人体分泌有利于健康的激素、酶、神经
递质，从而调节血液循环，加强人的代谢，可以使得人精力
充沛消除疲劳，激发起生命的活力，使精神及心理疾病减轻
直至缓解。而在心理方面音乐可以使得患者进入一种空灵、
圣神、庄严的境界，可以排除恐惧及各种负面情绪，缓解各
种精神应激，加强其生的欲望以及战胜疾病的勇气。和缓而
平稳的音乐可是使人安慰，而洪亮与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激
励并且振奋。研究选取本院 90例患者，方法与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年 1月～2018年 12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90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通过双盲选法选出 A、B 两组，每组
患者 45 例，A 组患者男性 28 例，女性 17 例，年龄（48.28
±7.32）岁，病程（2.75±1.05）年；B 组患者男性 30 例，
女性 15 例，年龄（48.16±7.34）岁，病程（2.93±0.97）
年。两组患者未合并其他疾病，在精神症状缓解期可以安静
合作，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1.2.1 A 组（在医院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进行音乐治

疗） 
即为观察组，利用利培酮（北京天衡，国药准字号：

H20061072）进行治疗，初始药物剂量为每次 1mg，每日服用
1-2 次，结合患者实际情况，适当将药物剂量调整为 2-4mg，
连续服用 2 周后，再次调整为 4-6mg，此后用药剂量维持不
变。并且不与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合用治疗，用药期间，要密
切关注患者服药后的神态、意识变化，及时记录药物不良反
应，对于不良反应较重的患者，可与临床医生协商更换药物
种类。同时在每天 10：00-10：30AM、6：00-6：30PM这两个
时段进行音乐治疗。音乐治疗主要包括放松练习、主动式音
乐治疗两个阶段。放松练习是由本院康复科的音乐治疗师为
A组患者讲解音乐治疗的目的、意义、注意事项等,指导该组
患者进行放松神经训练。主动式音乐治疗是让本组患者演唱
自己喜欢的歌曲或在音乐背景下跟随音乐舞蹈;让患者参与
音乐讨论、音乐想象,对患者进行音乐生物反馈治疗、音乐放
松训练。音乐治疗的疗程共计四周。 

1.2.2 B组（医院常规疗法） 
对照组，精神治疗药物利培酮治疗，服用剂量与 A 组患

者相同，并且不与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合用治疗，不施加其他
任何外部影响因素。在 B 组进行音乐治疗的时候，对照组同
时进行安静休息，并且保证 A、B两组的治疗总时间相同。 

1.2.3 音乐治疗注意事项 
（1）治疗的环境要保证没有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要使

得患者处于舒适的状态，专注于治疗过程。要针对于不同患
者的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乐曲来进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1）社会功能缺陷筛选表；（2）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

评分表）。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 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分表） 
统计结果如表 1. 

表 1 1SDSS量表的组间比较结果 

2.2 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评分表） 
统计结果如表 2.2所示： 

表 2 2CGI-SI评定组间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入组时 治疗 2周后 出院 2周后 
A 45 4.12±0.87 2.97±1.13 1.49±0.61 
B 45 4.00±0.82 3.71±0.92 2.95±0.65 
P  ＞0.05 ＜0.05 ＜0.05 

3 讨论 
音乐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我国在在 1980年后开

始出现音乐治疗这一方法，截止到目前为止音乐治疗已经成
为应用较为频繁的一种治疗方式，音乐治疗，顾名思义是利
用音乐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一种辅助治疗的手段，进而改善
甚至治愈患者的病情。 
精神疾病是指人体由于受到各种有害因素的影响，从而

导致机体脑功能活动失调，最终使得机体认识、情感、意志
和行为等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活动障碍的疾病。精神疾病是
以大脑为主的整个机体的疾病，是机体与外界环境不适应的
象征，因此，精神病的治疗应该建立在机体和外界环境相统
一的基础上，不仅仅要采用传统药物治疗的方法，还要重视
环境的治疗因素。音乐治疗这一方法则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
要点，可以排除患者的恐惧以及所有的其他负面情绪，缓解
各种精神应激，让患者生的欲望加强以及充满战胜疾病的勇
气。音乐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与患者交流和沟通的通道，
促进患者社会互动模式的开展和转变，鼓励患者自由联想等。 

综上所述，使用音乐治疗可以提升对于精神科病人治疗
效果，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值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应用从
而造福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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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入组时 治疗 2周后 出院两周后 

A 45 11.46±2.96 7.52±1.78 6.33±3.25 
B 45 10.59±2.08 9.45±1.25 8.67±3.32 

P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