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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音乐疗法对改善血液透析患者抑郁情绪的临床效果。方法：挑取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在

天津武警医院的70例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他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具有可比

性，实验组接受一般常规治疗和音乐治疗，对照组只进行一般常规治疗。之后观察两组患者的血压、心

率及进行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结果：血液透析之前和之后实验组SDS评分有很明显的不同(P < 
0.05)。透析后实验组的SDS评分对比对照组差别明显(P < 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病人的情绪低

落的抑郁程度得到改善(P < 0.05)，血压心率较稳定(P < 0.05)。结论：适合的乐曲在病患血液透析治疗

中有改善抑郁情绪的作用，可将音乐疗法用于透析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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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on improving depress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70 cases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Tianjin Armed Police Hospit-
al from November 2015 to March 2016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able. Th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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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received general routine treatment and music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general routine treatment. After that, the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Zung’s Self-rating De-
pression Scale (SD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SD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
nificantly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hemodialysis (P < 0.05). After dialysis, the SD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m-
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pression degre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mproved (P < 0.05), and the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were more stable (P < 0.05). Conclu-
sion: Appropriate music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on of patients in hemodialysis, and music ther-
apy can be used in hemodi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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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血液透析(HD)是一种终末期尿毒症患者替代治疗的方法。由于病情持续时间长，费用多，患者在治

疗中容易产生抑郁等精神障碍[1]。抑郁情绪使人体的人际交往能力产生障碍，减弱疾病的调节能力，对

患者产生不良影响。音乐疗法是通过旋律对人体特有的生理、心理效应，取得消弭心理阻滞，使身体和

心理共同达到康健的目的。音乐疗法可有效地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对人的正面情绪有积极影响[2]。音

乐本身具有舒缓情绪的作用，能够适当的减轻患者紧张焦虑情绪及改善抑郁患者的沉闷情绪[3]。音乐疗

法具有实施简单、便宜、稳定等优点，在以后的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有广阔前景。此次研究的目的在于

了解音乐疗法对血液透析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从而减少并发症，以达到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提高生

活质量的目的。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 70 位病人作研究的对象。纳入标准为终末期

尿毒症：GFR < 5 mL/min，BUN > 21.42 mmol/L，Cr > 442 umol/L，MHD > 3 个月；采取 Zung 氏抑郁自

评量表评分。排除标准：原发或由尿毒症引起的精神异常；急性肾小球肾炎等导致的肾功能衰竭，或其

他脏器活动性病变患者；生活不能自理者。 

2.2. 方法 

2.2.1. 干预方法 
在进行音乐疗法前要先对 10 名参与此次试验的护士介绍此疗法的知识及相关注意事项。 
1) 对照组 
常规血液透析：① 透析前，护士首先了解患者情绪适当安慰，其次向患者介绍环境，使其正视病情，

减轻抑郁情绪；② 使患者了解具体的血液透析的操作流程、和相关的注意事项；③ 透析过程中要严密

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多与患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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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病患应用音乐治疗：① 首先要为患者配备音乐疗法的设备，给每位患者发放耳机

和音乐播放器；② 此音乐治疗和血液透析一起进行，护士要按照病人的兴趣和赏识程度，选用谐调的乐

曲进行播放；③ 音乐疗法控制：教患者集中注意力再给患者播放音乐，病人欣赏音乐至到透析完毕。一

个疗程分十次进行，一共用两个疗程。之后与对照组比较。 

2.2.2. 进行评定 
1) 对抑郁的程度来进行分析测定 
音乐疗法的前后均采用 SDS 评分，10 分一梯度。≥50为阳性，50~59 为轻度，60~69 为中度，70 以

上为重度抑郁，病人自行填写报告。 
2) 血压及脉搏的测量 
测量两组血液透析病人在透析前后的心率及血压，而且要求严格测量的位置均在相同部位。 

2.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纳 SPSS19.0 处理，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计量的资料用 t 检验。 

3. 结果 

每组病人的透析时间均为 4 小时，一周透析 3 次。实验组：35 例，男 18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49.9 
± 1.5)岁；平均透析时间(4.8 ± 0.5)年；对照组：35 例，男 17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50.1 ± 1.9)岁；平均

透析时间(4.5 ± 0.7)年。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病情、血透时间的长短等都基本相似，无统计学差

异(P > 0.05)，有可比性。 

3.1. 音乐疗法前后抑郁自评量表的评分对比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dialysis (score, x s± ) 
表 1. 两组病患透析前后 SDS 评分对比(分， x s±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实验组 35 58.7 ± 13.21 53.1 ± 13.10 2.44 <0.05 

对照组 35 58.8 ± 12.92 60.4 ± 12.81 1.30 >0.05 

t  0.85 3.50   

p  >0.05 <0.05   
 

干预前和干预后测验组 SDS 评分均有不同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2.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涉前后心率改变情况对比见表 2 
 
Table 2. Heart rat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imes/min, x s± ) 
表 2. 两组患者干涉前后的心率(次/分， x s±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实验组 35 79.21 ± 4.80 78.10 ± 7.93 1.43 <0.05 

对照组 35 80.10 ± 5.30 84.03 ± 8.10 2.64 >0.05 

t  0.83 2.97   

p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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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干预前心率对比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音乐疗法后两组患者心率对比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 

4. 讨论 

4.1. 透析患者抑郁原因 

患者需长期进行血液透析来延长寿命，大约每周 3~4 次与医院进行透析，每次时间控制在 4.5 小时，

所以使患者产生抑郁的原因主要有：尿毒症这种疾病本身的不可完全治愈性，使患者丧失康复的信心[4]。
长期去医院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不仅改变了正常的生活节奏，而且也需要对饮食进行控制，不可间断的

服用大量的药物，所以，种种原因使患者产生了抑郁的情绪。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家庭承受能力有限，

患者不仅要长期进行身体上的透析使患者不适，而且还要接受巨大的经济负担，给家庭带来压力，促使

患者抑郁的产生。 

4.2. 音乐疗法对缓解患者抑郁情绪有显著的作用   

Katon [5]研究表明，抑郁会使患者病情的发展出现负面影响，会降低患者对自身慢性疾病的心理控

制能力，从而会引发患者躯体疾病的发展和产生其他不良的变化。声波频率的改变使患者心理产生变化。

有研究显示，声波会使听觉作用在大脑边缘系统和脑干网状结构上，在大脑皮质的作用下，促使内脏的

运动与行为表达产生良好的互助作用[6]。令人愉悦的声波能增强人体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并且可以改良

患者的焦虑心理。抑郁的患者主要表现为心情低沉、睡眠受到影响、厌食、体重下降等。音乐可以控制

患者压力反应的表现形式，促使患者的情绪镇定[7]。经调查可证音乐疗法极少有不良现象的发生，对机

体没有刺激，并且经济实惠，所以音乐疗法可以应用于在血液透析过程中的患者，对其身心有减轻患者

抑郁情绪的作用。 

4.3. 音乐疗法可以稳定心率 

经调查表明音乐疗法对心律失常的改善有显著的效果，对非器质性心律失常的改善效果尤为显著，

使用音乐疗法后，发现可以降低患者室性期前收缩的次数，经患者反应，心慌等不适现象有所改善[8]。
此次研究显示，实验组在患者进行血液透析过程中配合应用音乐疗法，不仅使患者透析的过程得以顺利

进行，而且放松了患者的情绪，进一步稳定了患者的病情，对患者康复过程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医务工

作者在血液透析的过程中发现，在透析时使患者听一些舒适的音乐，不仅使其稳定了患者的心率血压等

基本生命体征，而且使患者的心肌耗氧量明显减少，高血压的发生几率也显著降低，在治疗过程中给患

者听一些激昂的音乐，会减少发生失衡综合征[9]，音乐疗法可以缓解患者的消极情绪，有效的改善病情，

促进患者康复。 

5. 小结 

音乐疗法是利用音乐艺术调节人的心神，促进患者身心康复的一种方法[10]，音乐作为有效的心理干

预措施可激发他们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减轻激惹悲观和抑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1]。音乐疗法的使用具有很

大的功能，同时医务人员也应积极钻研音乐疗法的作用原理。医务人员对使用血液透析来改善病情的患

者除给予常规护理外，还可以给予患者音乐治疗来促进患者康复，并且在治疗的同时增加使用音乐疗法

可以帮助患者有效的治疗原发病，这种方法可以使患者坚持进行透析治疗，并且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12] [13]。即使音乐疗法在治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仍然不能取替药物治疗的重要性，但我认为音乐

疗法在未来会更多的得到社会的重视和很好的应用到治疗当中。如果患者在血液透析的过程配合使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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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疗法，会使患者身心舒适，可以促进患者康复并且有效的改善病情，更加体现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内涵。

同时医务人员在操作过程中更简单，方便，使用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促使患者生命体征保持平稳，并

且缓解了患者的抑郁情绪。综上，音乐疗法可以配合血液透析使用并进一步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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