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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音乐疗法对肿瘤患者抑郁症状的干预效果%方法
!

采用计算机检索万方'维普'中国知网和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按纳入与排除标准选择文献!按
È!E!

量表评价文献质量!最后提取数据进行定性描述和
RBCE

分析%结果
!

共纳

入
$(

个随机对照试验"

69@

$!包括
$)/%

例肿瘤患者%音乐治疗效果的抑郁自评量表"

8\8

$评分是
Z$&11'

"

Z$&)22

!

Z%&-($

$!

试验组比对照组得分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X?R\

$评分是
Z$&$1/

"

Z1&2%0

!

%&10-

$!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RBCE

分析异质性比较高!亚组分析异质性无改善!且存在发表偏倚%结论
!

音乐治疗可以缓解肿瘤患者的抑郁症状!但需更多证

据来证实音乐治疗的效果%

"关键词#

!

音乐疗法#肿瘤#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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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HB&3IIB=C+"I>L+#=CHBEC>B,C",

G

EC#B,C+PBHB

Q

LEJ#CE.

C#ABJ

O

BAEJLECB!E,!>BCE.E,EJ

O

TB!&<#+5%'+

!

?C"CEJ"I$(HE,!">#TB!=",CH"JJB!CH#EJ+

$

69@

&

PBHB#,A"JAB!

$

$)/%CL>"H

G

E.

C#B,C+

&

&@KB=">N#,B!!#IIBHB,=B"I8\8+="HBPE+Z$&11'

$

Z$&)22C"Z%&-($

&#

E,!CKBX?R\+="HBPE+Z$&$1/

$

Z1&2%0C"

%&10-

&

P#CK#,CBHAB,C#",PE+J"PBHCKE,CKEC=",CH"J&8#

D

,#I#=E,CKBCBH"

D

B,B#C

O

BF#+CB!#,RBCEE,EJ

O

+#+E,!+LN.

D

H"L

G

E,EJ

O

+#+!#!

,"CHB!L=B#C&=)*2%5+()*

!

RL+#=CKBHE

GO

=E,HBJ#BAB!B

G

HB++#",#,CL>"H

G

EC#B,C+

#

NLC>"HBBA#!B,=B+#+PEHHE,CB!I"H#C+BIIB=C+&

'

>#

?

.)$3+

(

!

>L+#=CKBHE

GO

%

,B"

G

JE+>E

%

!B

G

HB++#",

%

RBCE.E,EJ

O

+#+

!!

抑郁情绪使人被动和消极#生理功能降低)而音乐疗法可

以提供对人的最佳刺激#以引起最大情绪和行为变化#促进积

极心理的产生'

$.1

(

%特别是乐器演奏#可以带动身体的各个器官

和系统的运动#对机体有明显好处'

'

(

)目前#国内关于音乐疗

法干预肿瘤抑郁症状的研究也比较多)但是#许多研究样本量

不大#研究对象也处于不同的疾病状态#干预方式*干预周期*

干预次数等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其综合疗效就有待探查)本研

究对音乐疗法改善肿瘤患者抑郁症状的效果进行系统评价#为

指导音乐疗法在肿瘤患者辅助治疗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文献收集
!

以检索词抑郁$心理&和音乐$歌唱*唱歌*合

唱*节奏*奥尔夫&#通过计算机检索万方*维普*中国知网和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年限为建库至
1%$0

年
'

月)

@&A

!

方法

@&A&@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肿瘤患者%$

1

&试验组

肿瘤患者除接受常规治疗或护理以外#还按研究者的要求进行

音乐治疗活动#对照组患者仅接受与试验组相同的常规治疗或

护理%$

'

&结局指标!抑郁的各种量表得分%$

0

&研究类型为随机

对照试验$

69@

&)排除标准!$

$

&系统评价*综述*经验总结等%

$

1

&在数据中无抑郁的评分或者试验组对照组的前测和后测数

据不全或者抑郁分不是
PkA

的形式%$

'

&重复发表的文献%$

0

&

非中文文献)

@&A&A

!

文献筛选
!

正式筛选前#随机抽取检索结果中的
1%

篇

文献进行预试#统一筛选人员的理解#进一步完善纳入排除标

准)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地根据题目和摘要筛选文献#根据筛选

结果下载全文并进行第
1

次筛选)筛选过程中如有分歧#通过

讨论或参考第三者意见最后达成一致)

@&A&B

!

资料提取与文献质量评价
!

两名研究人员提取内容主

要包括!样本入选标准及样本量*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音乐治

疗方法及周期*量表类型及结局指标)研究质量评价按照

È!E!

量表的
69@

质量评价标准'

0

(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

括!$

$

&随机序列的产生方法%$

1

&分配隐藏%$

'

&是否采用盲法%

$

0

&是否有对退出和失访对象的解释)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CECE$$&%

软件对资料进行
RBCE

分

析)首先通过
!

1 检验确定研究间是否存在异质性#若
!

%

%&%$

#

I

1

#

2%;

可认为多个同类研究具有同质性#可选用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
RBCE

分析%若
!

#

%&%$

#

I

1

'

2%;

#但仅有统计

学异质性#而临床上判断各研究间具有同质性#需要进行合并

时#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对不能进行合并分析的数据进行描

述性分析)分析偏倚对某一指标的影响时可采用敏感性分析)

对连续性资料'抑郁自评量表$

8\8

&评分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X?R\

&评分(采用标准化均数差$

8R\

&进行分析#并根据情

况做亚组分析)

('(1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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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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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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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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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A&@

!

文献检索结果
!

计算机检索共得到
'$0$

条记录#按纳

入和排除标准进行初筛和全文筛选后#最终纳入
$(

篇文献)

文献筛选流程如下!

0

个数据库共检索出
'$0$

篇文献#排除重

复后有
$)(%

篇文献)按照纳入排除标准得到文献
020

篇#排

除的主要原因是文献类型不符$

$$12

篇&和非音乐干预$

$$$

篇&)进一步下载和阅读纳入文献的全文#符合纳入标准的研

究共
$(

篇#排除的原因主要是非肿瘤患者研究$

'/(

篇&#干预

手段不符$

'%

篇&#结局不符$

$2

篇&#无对照$

$

篇&)

A&A

!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

根据
È!E!

量表#对
$(

篇
69@

进行

质量评价$表
$

&#有
'

篇文献的
È!E!

评分为
'

分#有
'

篇
1

分*

$1

篇
$

分*

$

篇
%

分)在医疗领域中的音乐治疗#多是由医生或护士

引导患者参与音乐活动#因此很难做到干预者和患者的双盲)考

虑到此特殊性#本研究纳入文献的总体质量为中等)

A&B

!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

本研究纳入的
$(

篇文献中#

(

篇

涉及各种类型肿瘤*

2

篇乳腺癌*

$

篇肺癌*

$

篇晚期恶性肿瘤*

$

篇子宫肌瘤*

$

篇妇科肿瘤*

$

篇接受放射线治疗的癌症患

者%

$0

篇文献用的
8\8

*

0

篇文献用的
X?R\

*

$

篇文献用的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938\

&#见表
1

)

A&F

!

音乐治疗方法
!

纳入文献的音乐治疗方法皆是聆听音

乐#有的研究在聆听的基础上辅助其他方式)音乐曲目的选

择#源于医生的有
/

篇#根据患者的病情*性格*心理状况*教育

背景及音乐欣赏能力等因素而定的有
1

篇#二者结合的有
(

篇#见表
'

)

表
$

!!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盲法 退出和失访的解释
È!E!

评分

胡家才等'

2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项春燕等'

)

(

1%%)

抽签随机取样法 恰当 未说明 未说明
'

付艳枝等'

-

(

1%%(

入院单双日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梁奋真等'

/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冯羽飞等'

(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赵丽丽等'

$%

(

1%$'

随机数字表法 恰当 未说明 未说明
'

徐莉婷等'

$$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恰当 未说明 未说明
$

蔡光蓉等'

$1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李桂兰等'

$'

(

1%$$

接受放射治疗时间的先后顺序 未说明 未说明 描述
$

黄云娜'

$0

(

1%$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描述
1

朱伟红等'

$2

(

1%$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邓惠英等'

$)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张文珍等'

$-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任小红等'

$/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描述
1

万永慧等'

$(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描述
1

徐仁华等'

1%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蔡光蓉等'

1$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杨巾夏等'

11

(

1%$'

随机数字表法 恰当 未说明 未说明
'

黎余余'

1'

(

1%$'

提及随机但未描述 未说明 未说明 未说明
$

表
1

!!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纳入文献 肿瘤类型 试验组$

$

& 对照组$

$

& 干预方式 干预周期 量表类型

胡家才等'

2

(

1%%(

小细胞肺癌
') ') ?[

集体!每周五
'%>#,

%个体!每

天早或晚
'%>#,

#共
$1

周
X?R\

项春燕等'

)

(

1%%)

晚期恶性肿瘤
0) 0) ? $

次"天#

1%

次#共
0

周
X?R\

付艳枝等'

-

(

1%%(

晚期乳腺癌
0% '/ ? 1

次"周#共
0

周
8\8

梁奋真等'

/

(

1%$'

妇科肿瘤
01 0% ?

围术期间
1

次"
! 8\8

冯羽飞等'

(

(

1%%(

肠癌*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
') ') Z $

次"天#共
'

个月
8\8

赵丽丽等'

$%

(

1%$'

乳腺癌术后化疗
'% '% ? 1

次"天#于化疗当天进行
8\8

徐莉婷等'

$$

(

1%%/

肿瘤科癌症
'% '% Z 1

次"天#共
0

周
8\8

蔡光蓉等'

$1

(

1%%$

肺癌*乳腺癌*胃癌*肠癌
$$) 0) ?[ $

次"天#共
1%! 8\8

李桂兰等'

$'

(

1%$$

接受放射线治疗的癌症患者
'$ '% Z

共
/

周
X?R\

黄云娜'

$0

(

1%$1

乳腺癌
'% '% ?

1

次"天#每次至少
'%>#,

#共

(

周
8\8

%0(1

重庆医学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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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00

卷第
1$

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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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纳入文献 肿瘤类型 试验组$

$

& 对照组$

$

& 干预方式 干预周期 量表类型

朱伟红等'

$2

(

1%$1

肺癌*食道癌
02 02 ? $

次"天#共
0

周
X?R\

邓惠英等'

$)

(

1%$$

原发性肺癌*鳞癌*腺癌*未分化

癌
'( '( ?

每天
/

!

%%

*

$)

!

%%

点播放患者

选择的音乐
$1

!

'%

*

1$

!

'%

播

放催眠音乐#共
$%!

8\8

张文珍等'

$-

(

1%$%

肺癌*食管癌*乳腺癌*胃癌
2/ 0( ?

除睡眠以外所有时间
8\8

任小红等'

$/

(

1%$%

乳腺癌
'% '% ?

住院 期 间*出 院 后 在 家
'%

>#,

"

!

#共
(

周
8\8

万永慧等'

$(

(

1%%(

肺癌*肝癌*胃癌*肠癌*淋巴癌
)2 -$ Z '

次"周#

$

个月
938\

徐仁华等'

1%

(

1%%/

子宫肌瘤
$%% $%% ?

术前
$! 8\8

蔡光蓉等'

1$

(

1%%-

胃癌*结肠癌*直肠癌
01 0% ? $

"

1

次"天#共
'%! 8\8

杨巾夏等'

11

(

1%$'

乳腺癌
$2 $2 [

每天午休和晚睡前各
1%>#,

#

共
'

个月
8\8

黎余余'

1'

(

1%$'

肺癌*大肠癌*肝癌*胃癌*乳腺

癌*食管癌*前列腺癌*外阴肉瘤
2% 0/ [

每周
1!

#每天
'

"

次#每次

)%

"

(%>#,

8\8

!!

?

!团体干预%

[

!个体干预%

Z

!未说明)

表
'

!!

纳入文献的音乐治疗方法

纳入文献 聆听的方式 辅助方式
音乐

选择

是否采用

五行音乐
音量 治疗的环境

胡家才等'

2

(

1%%(

集体聆听
l

个体聆听
Z 9

否
1%

"

0%![

安静的教室

项春燕等'

)

(

1%%)

耳机 音乐电针疗法
?

是
Z Z

付艳枝等'

-

(

1%%(

可调式立体耳机
l

微闭双

眼
l

取舒适体位
Z 9

否 适宜
Z

梁奋真等'

/

(

1%$'

单独播放 心理护理
9

否
Z

音乐治疗室

冯羽飞等'

(

(

1%%( Z Z 9

是
Z Z

赵丽丽等'

$%

(

1%$'

单独播放 个性化音乐放松意象训练
9

否
Z

舒适安静的病房

徐莉婷等'

$$

(

1%%/ Z Z ?

否
Z Z

蔡光蓉等'

$1

(

1%%$

个体
.

音乐电康复仪 集体
.

立体声录音机
?

是
1%

"

0%![

集体音量可稍

大
病房

李桂兰等'

$'

(

1%$$ Z

放松想象疗法
l

集体心理干预
?

否
Z Z

黄云娜'

$0

(

1%$1

耳机
Z 9

否 舒适*悦耳 温馨*宁静*光线柔和的房间

朱伟红等'

$2

(

1%$1

静坐或静卧的姿势 哼唱*打拍子
l

摆动身体
?

否
'%N[

左右 无噪音的音乐治疗室

邓惠英等'

$)

(

1%$$

耳机 全身放松
l

护士讲解
[

否 令患者满意
Z

张文珍等'

$-

(

1%$%

除睡眠时间外一直播放
Z [

否
Z Z

任小红等'

$/

(

1%$%

住院期间研究员指导下欣

赏#出院后在家自行欣赏
Z 9

否
Z Z

万永慧等'

$(

(

1%%(

静卧下聆听 护士访谈
?

否
Z

安静环境

徐仁华等'

1%

(

1%%/

双耳式耳机
Z 9

否
Z

安静环境

蔡光蓉等'

1$

(

1%%-

耳机 音乐电治疗仪
9

是
1%

"

0%![

病房

杨巾夏等'

11

(

1%$'

睡前聆听
?

是
Z Z

黎余余'

1'

(

1%$'

热疗时安静聆听
Z ?

是
Z

热疗室安静环境

!!

?

!医生%

[

患者%

9

!医生和患者%

Z

!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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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音乐治疗
8\8

量表结果亚组分析

亚组分类因素 研究数$

$

& 试验组$

$

& 对照组$

$

& 效应量
(2/I - Q I

1

$

;

&

!

单纯聆听音乐
$% 2%2 011 Z$&10-

$

Z$&--%

#

Z%&-1'

&

0&)- $$1&%2 (1&% %&%%%

聆听音乐
l

辅助方式
0 $2' $0( Z$&$-(

$

Z1&%)-

#

Z%&1($

&

1&)% '-&)- (1&% %&%%%

中医五行音乐
2 12( $/2 Z$&)0)

$

Z1&-)%

#

Z%&2'1

&

1&(% ($&-2 (2&) %&%%%

非中医五行音乐
( '(( '/) Z%&(((

$

Z$&0%(

#

Z%&2(%

&

0&-/ 2)&0$ /2&/ %&%%%

乳腺癌
2 $02 $0' Z$&0/0

$

Z1&'%-

#

Z%&))%

&

'&2' '-&0' /(&' %&%%%

表
2

!!

音乐治疗
X?R\

量表结果亚组分析

亚组分类因素 研究数$

$

& 试验组$

$

& 对照组$

$

& 效应量
(2;/I - Q I

1

$

;

&

!

单纯聆听音乐
$ ') ') Z%&0/2

$

Z%&(20

#

Z%&%$)

&

聆听音乐
l

辅助方式
' $11 $1$ Z$&'20

$

Z'&')1

#

%&)2'

&

$&'1 //&20 (-&- %&%%%

中医五行音乐
$ 0) 0) %&$-%

$

Z%&1'(

#

%&2-(

&

非中医五行音乐
' $$1 $$$ Z$&2-'

$

Z'&''%

#

%&$/'

&

$&-) )1&$' ()&/ %&%%%

A&G

!

RBCE

分析结果

A&G&@

!

音乐疗法对
8\8

抑郁得分的影响
!

除
$

个研究'

-

(外#

$'

个研究结果两组的抑郁得分的均数有差别#音乐治疗组得

分降低)对试验组和对照组
8\8

量表得分的差值采用随机模

型进行
RBCE

合并$图
$

&#

$0

个研究的总效应量值为
Z$&11'

#

(2;/I

$

Z$&)22

#

Z%&-($

&#音乐治疗抑郁效果有效)但各个

研究之间异质性较大$

I

1

<($&0;

#

!<%&%%%

&#亚组分析结果

见表
0

)

图
$

!!

音乐治疗
8\8

量表结果的
RBCE

分析

图
1

!!

音乐疗法
X?R\

量表结果的
RBCE

分析

A&G&A

!

音乐疗法对
X?R\

抑郁得分的影响
!

只有
$

个研

究'

)

(两组的抑郁得分均数无差别#另外
'

个研究结果两组的抑

郁得分均数有差别#音乐治疗组得分小于对照组)对试验组和

对照组
X?R\

量表得分的差值采用随机模型进行
RBCE

合并

$图
1

&#

0

个研究的总效应量值为
Z$&$1/

#

(2;/I

$

Z1&2%0

#

%&10-

&#音乐治疗抑郁效果有效#但各个研究之间异质性较大

$

I

1

<()&-;

#

!<%&%%%

&#亚组分析结果见表
2

)

B

!

讨
!!

论

!!

音乐治疗是一个系统的干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

运用各种形式的音乐体验#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作

为治疗的动力的治疗关系来帮助治疗对象达到健康的目

的'

10

(

)音乐治疗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心理治疗和特殊教育

等领域)

本文共纳入
$(

个研究#

$)

个研究的结果均表明音乐治疗

对肿瘤患者有改善抑郁的显著效果)无显著效果的
'

个研究

中#

$

个是因为量表灵敏度不高'

$(

(

#

$

个是因为干预手段为音

乐治疗
l

电针疗法#电针对治疗者可能产生创伤'

)

(

#

$

个是因

为
593

方案的不良反应使患者产生抑郁的概率很高'

-

(

)从

RBCE

合并的结果来看#采用
8\8

评价的合并效应是
Z$&11'

$

Z$&)22

#

Z%&-($

&#试验组比对照组得分低%采用
X?R\

评

价的合并效应是
Z$&$1/

$

Z1&2%0

#

%&10-

&#两组差别无显著

性#这可能与纳入的项春雁等'

)

(研究的效应量大于
%

有关)纳

入
RBCE

分析的研究异质性比较高#亚组分析异质性无改善)

朱伟红等'

$2

(研究的效应量显著#他在研究中充分与患者交流#

了解患者的心情#营造理解*信任的治疗关系#而且还引导患者

跟着音乐哼唱*打拍子*摆动身体等丰富多样的音乐体验#以提

高患者的参与度#取得音乐治疗的良好效果#再一次地印证了

音乐治疗的内涵)

在纳入的
$(

个
69@

中#音乐治疗主要采用聆听音乐的方

法$具体分为单纯聆听和聆听音乐
l

辅助方式&)音乐治疗的

方法丰富多样#分为接受式$聆听音乐等&*再创造式$演奏或演

唱现有的音乐作品等&和即兴演奏式$即兴演唱或即兴演奏

等&)纳入研究的音乐治疗方法的相对单一性#主要源于干预

者都是医生或护士#而非音乐治疗专业人士%实施干预的人员

音乐技能水平亦是影响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

#

11

(

)因

此#专业音乐治疗人士的介入*更多音乐疗法的运用应该是未

来肿瘤领域音乐治疗的发展趋势)

纳入文献中有
)

项研究采用中医五行音乐治疗#即以五音

调式为基础#结合五行对人体体格的分类#根据五脏的生理节

律和特性辩证施乐)这是音乐治疗与传统中医理论的结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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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地域和文化特色)由此可见#在音乐治疗的临床应用

中#可根据0因人而异1和0因地制宜1的原则#充分了解患者的

生理及心理特点#结合本科室音乐治疗的人力资源及硬件资源

等综合因素#开展切实有效的音乐治疗活动)

纳入研究的总体质量中等#虽有音乐治疗临床实践的特殊

性$很难做到研究对象和干预者的双盲&#但研究过程中至少可

以做到评价者的盲法#还应该如实报道退出和失访的情况并解

释原因#选取正确的随机分组方法#以确保研究的高质量*增加

结果的可信度)另外#观察漏斗图发现
$/

项研究偏向合并效

应量的右侧#提示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发表偏移#以上这些都

可能会影响本文的结果和结论)

音乐治疗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能在肿瘤治疗过程中起支持

作用的疗法#能从生理到心理改善患者状况'

12

(

)今后这个领

域的研究应综合评价音乐治疗对肿瘤患者的心理和生理作用#

为评价音乐疗法对肿瘤患者临床治疗的干预提供更可靠的证

据#同时也为音乐治疗的临床推广和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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