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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疗法联合耳穴贴压治疗失眠症的效果观察及有效率影响评价 
韩国炜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目的：探讨音乐疗法联合耳穴贴压对于失眠症的影响。方法：将我院 200 例失眠症患者分为 2组- 观察组（音乐疗法联

合耳穴贴压治疗组）、对照组（常规治疗组），观察 2组治疗效果、睡眠相关指标。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非眼快动相

时间均高于对照组（P＜0.05）；且该组的眼快动相时间及 PSQI 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失眠症采用音乐疗法联合耳

穴贴压治疗，能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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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分析 

在中医里，对失眠症的研究历史悠久，认为其发病病机

多为过度的思虑劳神，机体气血亏虚，或者因情志所伤，脏

器气机不舒，加之火热内扰、痰浊阻滞等，造成人体阴阳不

和、神气不宁，导致失眠的发生。失眠症发生后，患者因睡

眠质量不佳，影响患者的正常学习、生活及社交，降低了患

者的社会功能，长期失眠症作用下，严重时可导致患者精神

分裂
[1]
。中医是我国国粹，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

对疾病治疗的过程及结果要求发生改变，追求最小创伤、最

大效益的治疗效果，因中医无可比拟的治疗优势，人们对中

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在传统中医基础上祛除糟粕、补其不

足，形成系统的现代中医，中医治疗失眠症的效果得到临床

较多的学者的一致认同。 

问题确立 

现代中医在对失眠症的辨证论治中，除了中药干预外，

针灸、音乐疗法、耳穴压豆等理疗措施逐渐被推广应用，因

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无毒副作用的特点被患者及临床医

生接受。本文为研究音乐疗法及耳穴贴压治疗失眠症的效果，

展开以下探讨。 

目的 

探讨音乐疗法联合耳穴贴压对于失眠症的效果。 

文献查证 

经过查证：在敖金波
[2]
的研究中，对 184 例失眠症患者

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音乐疗法及耳穴贴压治疗后，患者的

治疗效果优于常规治疗组，且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解决方法 

对本院 200 例失眠症患者展开研究，以实施不同方案后

的效果进行对比。 

执行过程 

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于2018年 2月～2019年 2月间收治的200

例失眠症患者，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男 45 例，女 55 例，年

龄 30～76（53.67±6.51）岁。对照组男 48 例，女 52 例，

年龄 28～74（52.92±6.57）岁。 

入选标准：（1）均符合失眠症诊断标准；（2）每周睡

眠紊乱次数在 3次以上；（3）睡眠质量差、难以入睡或夜醒

次数较多。 

排除标准：（1）严重的焦虑症；（2）精神性疾病或颅

内肿瘤等引起的失眠；（3）近期内接受药物干预者。 

2 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 P>0.05，有可比性。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包括心理开导、药物辅助、

穴位理疗等。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音乐疗法及

耳穴贴压：（1）音乐疗法：在睡前播放优美、舒缓的轻音乐，

指导患者放松，音量适中。（2）耳穴贴压：取皮质下、垂前

穴、交感等穴位，将柏子仁贴在以上穴位，固定；每日按压

4次，每次每穴 20s，患者感到耳廓发胀、发热为佳
[3]
。7d 为

1个疗程，治疗时间为 4个疗程。2组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 1

个月。 

3 观察指标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效果判定：

治愈为有效睡眠时间在 6h 以上，夜间自然醒来次数减少超过

2次，醒来后精神充沛；有效为每晚连续有效睡眠在3h以上，

睡眠深度较治疗前明显增加；无效为治疗后失眠未见明显改变. 

睡眠相关指标包括利用仪器监控的眼快动相时间、非眼

快动相时间；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进行睡眠质量

的评价，该表共 18 个条目组成，得分范围在 0 至 2l 分，得

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2.0，用百分比表示治疗效果，进行 X
2
检验；

睡眠相关指标以“均数±标准差”表达，用 t 检验。以 P＜

0.05 作为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结果评价 

1 对比治疗效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8.00％与对照组比较，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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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 2组治疗效果[n，n（％）]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00 78 20 2 98（98.00） 

对照组 100 64 25 11 89（89.00） 

P - - - - ＜0.05 

 

2 对比 2组睡眠相关指标 

在治疗干预前，2 组失眠症患者的眼快动相时间、非眼

快动相时间及睡眠质量评分分别比较，均差异不大；在治疗

结束时，观察组眼快动相时间及 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同时非眼快动相时间多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对比 2组睡眠相关指标 

组别 时间 眼快动相时间（min） 非眼快动相时间（min） PSQI（分） 

治疗前 41.00±3.02 85.61±10.01 17.22±2.55 观察组（n=100） 

治疗后 30.28±2.64 95.62±10.31 10.66±2.00 

治疗前 40.91±3.44 86.06±10.54 17.51±2.61 对照组（n=100） 

治疗后 24.96±2.51 108.61±10.22 7.64±2.08 

 

3 结论 

音乐疗法属于一种心理疗法，利用音乐产生的特殊生理、

心理效应解除患者的心理障碍，在音乐疗法中强调患者形、

神的统一，充分调动生理、心理的协同作用，平衡阴阳变化，

促使机体升降的平衡，从而达到生理、心理平衡的维护，最

终改善患者的睡眠状态。舒缓的音乐能对机体去甲肾上腺素

的释放进行抑制，促进下丘脑的 5-羟色胺分泌，改善心血管、

内分泌、神经等系统功能
[4]
。在患者晚睡前进行音乐疗法，

轻音乐有宁心催眠、镇静安神等效果，引导患者心情放松，

分散患者的注意力，促使患者保持精神愉快放松、情绪稳定。 

在《黄帝内经·灵枢·口问》认为“耳者，宗脉之所聚”，

对耳的穴脉作用认可性较高。耳穴贴压是在“耳针”原理上，

采用具有一定中药效果的小颗粒植物种子在耳廓穴位上按

压，通过一定量的刺激，激发经络传导，疏通经络，改善患

者气血状态，改善微循环，进而调整机体脏腑的功能，达到

阴阳平衡，改善患者的睡眠状态
[5]
。本文中，在进行耳穴按

压时，采用了神门、垂前穴、交感、皮质下等穴位，并依据

患者病情选用针对性的辅穴，调节大脑皮质层的兴奋性，改

善患者的紧张、焦躁情绪，调节机体自主神经功能，改善患

者的神经衰弱，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 

音乐疗法联合耳穴贴压治疗，通过前者缓解患者的心理

状态，镇静安神；通过后者通经通络、调理脏腑，联合作用

下达到宁心安神、改善睡眠的目的，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接受音乐疗法及耳穴贴压联合

治疗后，能增加患者的区域性脑血流，缩短患者入睡时间，

延长患者的有效睡眠时间，因此观察组失眠症患者的眼快动

相时间逐渐缩短，非眼快动相时间延长时间更长，PSQI 评分

降低幅度更大，治疗总有效率更高，数据结果表明音乐疗法

与耳穴压豆的应用效果 

综上，音乐疗法联合耳穴贴压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失眠症，

提高睡眠质量，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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