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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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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干预效果。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概念的梳理，分析音乐

治疗在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认知功能、情绪状态及社交能力方面的潜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音乐治疗作为一种

非药物干预手段，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和积极意义。 
【关键词】音乐治疗；老年痴呆症；认知功能；情绪状态；社交能力 
【收稿日期】2025 年 4 月 2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DOI】10.12208/j.jacn.20250235 

 

On the intervention of music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Yunran Wang 

Chong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By sorting out relevant theories and concepts, it analyze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music therapy in improving the 
cognitive function, emotional state, and social skills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music 
therapy, as a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method, has certain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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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痴呆症

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1]。老年痴呆症不仅给患者的身心

健康带来严重影响，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手段成为当务之急。 
音乐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

魅力和影响力。它能够触动人们的情感，唤起人们的记

忆，甚至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2]。这使得

音乐治疗在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干预中逐渐受到关注。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作为一名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即将步入大四，我对

音乐的力量充满好奇和探索的欲望。本研究的目的在

于初步了解音乐治疗在老年痴呆症患者中的应用可能

性，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基础的理论思

考[3]。 
从意义层面来看，这项研究有助于拓展音乐在医

疗领域的应用范畴，为老年痴呆症患者提供一种新的、

可能有益的辅助治疗方式。同时，也能够为音乐学与医

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一些参考[4]。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方法是文献研究法，收集和

分析国内外关于音乐治疗与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理论、

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综合梳理和

分析，探讨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潜在影响和

作用机制。 
1.4 研究创新点 
现有研究表明（王雪，2023；Zotti，2022），音乐

治疗在中国老年群体的本土化应用仍存在研究空白[1]。

基于文献分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 
（1）方法创新：首次系统比较了中外音乐治疗模

式差异，提出将《茉莉花》等民乐（李华，2021,p.72）
与西方干预方案结合的理论框架[3]； 

（2）视角创新：引入家属压力指数（CAS）作为

评估指标，弥补了既往研究单方面关注患者的局限（张

敏，2022 附录 B）[2]； 
（3）技术前瞻：引用最新研究指出（刘阳等，2024），

AI 音乐生成技术可基于 β-淀粉样蛋白沉积程度定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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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方案，这为智慧养老提供了新思路[5]。 
2 音乐治疗概述 
2.1 音乐治疗的定义 
音乐治疗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结合了音乐

学、心理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内容及方法。简

单来说，音乐治疗就是运用音乐活动来促进个体在身

体、心理、社交等方面的健康和发展。 
对于音乐治疗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和机构可能会

有略微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强调了音乐在治疗过程中

的工具性和目的性。音乐治疗并非仅仅是让患者听音

乐，而是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音乐活动，如团体音乐

活动（MT 团体活动）、奥尔夫音乐、音乐创作、演奏、

歌唱、音乐聆听等，从而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2.2 音乐治疗的理论基础 
音乐治疗的理论基础较为广泛，涉及到多个学科

领域[6]。其中，心理学中的情感理论认为，音乐能够引

发和调节人的情感状态，从而对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音乐可以刺激大脑的多个区域，

促进神经连接和功能的恢复。 
在音乐学方面，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具

有独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能够引发人们的生理和心

理反应。例如，节奏明快的音乐可以提高人的兴奋度，

而舒缓的音乐则有助于放松身心。 
2.3 音乐治疗的形式和方法 
音乐治疗的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个体音乐治

疗和团体音乐治疗。个体音乐治疗针对患者的个体需

求和特点，针对个人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团体音乐

治疗则通过集体参与音乐活动，促进患者之间的交流

和互动。 
音乐治疗的方法包括主动音乐治疗和被动音乐治

疗。主动音乐治疗要求患者积极参与音乐的创作、演奏

或歌唱等活动，以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动音乐治

疗则主要是让患者聆听音乐，通过音乐的感染力来达

到治疗效果。 
3 老年痴呆症概述 
3.1 老年痴呆症的定义和特征 
老年痴呆症（又名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进行性发

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

记忆力减退、行为异常、社交能力下降等。其特征包括

大脑神经元的退化和死亡，导致脑功能逐渐丧失。 
老年痴呆症的症状通常逐渐出现并加重，严重影

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自理能力。早期症状可能较为轻

微，如短期记忆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随着病情的进

展，患者可能会出现语言障碍、定向障碍、情绪波动等

严重问题。 
3.2 老年痴呆症的发病机制 
目前，老年痴呆症的发病机制尚没有完全明确，但

研究认为与多种因素有关。遗传因素在部分病例中起

到重要作用，某些基因突变可能增加患病风险。此外，

神经炎症、氧化应激、β-淀粉样蛋白沉积、tau 蛋白异

常等也被认为与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6]。 
3.3 老年痴呆症的诊断和评估 
老年痴呆症的诊断通常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临床

表现、神经心理测试、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常用的神经

心理测试包括认知能力评估、记忆力测试、语言能力测

试等。影像学检查如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

断层扫描（PET）等可以帮助观察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

化。 
3.4 非药物干预的实施挑战 
《中国痴呆防治指南（2023 版）》明确将音乐治

疗列为推荐方案，但多中心研究显示（中国老龄协会，

2023,p.46）[7-8]： 
①82%的机构存在治疗时长随意性问题（20-60 分

钟不等）； 
②61%的干预方案未考虑地域文化差异（如未纳

入方言歌谣）； 
③45%的案例缺乏标准化评估工具（仅依赖

MMSE 量表）[9]。 
这与日本学者 Tanaka（2021）提出的"三级音乐处

方"制度形成对比，后者通过 CDR 分级匹配干预强度

使有效率提升至 68.5%[10]。 
4 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4.1 音乐与记忆 
记忆是认知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音乐

能够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唤起长期记忆[3]。熟悉的音乐

旋律和歌词可以触发患者对过去经历的回忆，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记忆能力。 
此外，音乐的节奏和重复特性有助于信息的编码

和存储，通过将需要记忆的内容与特定的音乐元素相

结合，可以提高患者的记忆效果。 
4.2 音乐与注意力 
注意力集中困难是老年痴呆症患者常见的问题之

一。音乐具有吸引注意力的特性，其节奏、旋律和和声

的变化能够引起患者的关注和兴趣。通过参与音乐活

动，患者可以锻炼注意力的持续和分配能力。 
4.3 音乐与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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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创作和欣赏等活动可以激发患者的思维能力。

分析音乐的结构、理解音乐的表达，都需要一定的思考

和判断能力。这对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思维训练具有

积极意义。 
5 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情绪状态的影响 
5.1 音乐的情感调节作用 
音乐具有强烈的情感表达能力[11]，能够引起各种

情绪反应。对于老年痴呆症患者来说，悲伤、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较为常见。通过聆听适合的音乐，如舒缓、

温暖的旋律，可以缓解这些负面情绪，带来平静和愉悦

的感受。 
5.2 音乐与心理压力释放 
老年痴呆症患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

对疾病的恐惧、对生活失去控制的不安等。音乐治疗为

患者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让他们在音乐中释

放内心的压力和紧张情绪。 
5.3 音乐与积极心态的培养 
欢快、充满活力的音乐可以激发患者的积极情感，

培养乐观向上的心态。这种积极心态对于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和应对疾病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5.4 音乐选择的代际影响 
文献显示（周晓梅，2023；Thompson，2023）[12]： 
①时代印记：1950 年代出生患者对《我的祖国》

的反应强度显著高于贝多芬（p<0.05），符合"自传体

记忆"理论； 
②地域差异：闽南语歌谣对沿海地区患者情绪改

善效果更佳（效应量 d=0.71）； 
③风险提示：Chen（2023）报告 1 例因《黄河大

合唱》引发激越行为的个案，提示需建立"年代-地域-
病症"三维选曲模型。 

6 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社交能力的影响 
6.1 音乐活动促进交流 
在音乐治疗过程中，患者参与集体音乐活动，如合

唱、乐队演奏等，需要相互配合和交流。这为他们提供

了与他人互动的机会，有助于改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

系。 
6.2 音乐作为共同话题 
音乐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即使是患有老年痴呆症

的患者，也可以通过对音乐的喜好和感受与他人建立

联系和沟通。 
6.3 增强自信和自尊 
通过在音乐活动中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表现，老年

痴呆症患者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赏，从而增强自

信和自尊，进一步促进社交能力的提升。 
7 结论 
7.1 研究成果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音乐治疗相关理论和老年痴呆症特

点的分析，探讨了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患者在认知

功能、情绪状态和社交能力方面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

音乐治疗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手段，具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然而，需要认识到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如缺乏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对音乐治疗的长

期效果研究不足等。 
7.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音乐治疗的作用

机制，开展更多的临床实验和长期追踪研究，从而确定

音乐治疗在老年痴呆症治疗中的最佳应用方式和效果

评估标准。同时，还可以加强跨学科的合作，整合音乐

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推动音乐治

疗在老年痴呆症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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