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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在抑郁症患者的价值 

张 欢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探究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择取 2020 年 2 月~2021 年 3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92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对象，根据患者的就诊单号尾数的奇偶数分为参

照组（n=46）和观察组（n=46）两个组别。参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进行护理，观察组则采取个性化音乐康复

护理模式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将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后的社会支持评分、抑郁症评分以及治疗认知能力评

分进行组间比较。结果 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的社会支持评分以及抑郁症评分差异不大（P>0.05），实施干预后，

观察组患者的社会支持评分以及抑郁症评分明显要优于参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为（P<0.05）；两组患者实施干

预前的能力评分差异不大（P>0.05），实施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认知能力评分明显要高于参照组，两组之间的

差异为（P<0.05）。结论 将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应用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效果较佳，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

抑郁症程度，提高患者的治疗认知能力，促进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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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personalized musi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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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ersonalized musi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2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n= 46)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6).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ersonalized musi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 fo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social support score, depression score and treatment cognitive ability scor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ocial support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ocial support score 
and depress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P<0.05);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abili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ognitive ability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a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musi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s a better effect,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treatment,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daily life of patients value. 

【Keywords】 personalized music rehabilitation nursing; depression; nursing effect 
 
抑郁症属于当代社会较为常见的心理疾病，其主

要的表现特征为长时间的处于心情低落状态，抑郁症

属于现代人心理疾病中较为重要的疾病类型[1-2]。由于

抑郁症会导致患者的情绪低落，对事物的兴趣降低，

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工作就学习；对此需要及

时的接受相应的治疗措施进行干预，避免患者的抑郁

症持续进展，导致出现自伤及自杀等不良情况[3]。临床

中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主要采用药物手段实施治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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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虽然药物干预能够对患者的病情有所改善，但是

无法对患者的心理环境及行为进行改善；因此，需要

在患者接受治疗的同时，予以患者相应的护理干预措

施，帮助患者改善心理状态，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

促进提高患者的治疗认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本

文将探究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

应用价值，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20 年 2 月~2021 年 3 月期间在本院接受治

疗的 92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观察对象，根据

患者的就诊单号尾数的奇偶数分为参照组（n=46）和

观察组（n=46）两个组别。参照组：男性患者 26 例，

女性患者 20 例，患者的年龄区间最大值为 65 岁，最

小年龄为 22 岁，患者的平均年龄为（38.74±3.24）岁；
观察组：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1 例，患者的年

龄区间最大值为 65 岁，最小年龄为 23 岁，患者的平

均年龄为（38.76±3.21）岁。将两组患者的年龄及性

别等基础资料进行组间对比，其差异较小（P>0.05），

可以进行组间对比。 
1.2 方法 
（1）参照组 
参照组采用临床中常用的护理模式对患者实施护

理干预，主要包括对患者的用药进行指导，对患者实

施相应的心理干预，并且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指导。 
（2）观察组 
观察组则采用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对患者实施干

预，内容如下：①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以及个人喜好，

为患者选择相应的音乐。对于存在情绪低落情况的忧

郁症患者，可以选择节奏较为欢快并且具有积极向上

意义的音乐；对于因为抑郁症导致睡眠质量较差或者

是存在失眠情况的患者，可以选择具有助眠效果的音

乐，帮助患者有效的改善睡眠情况；对于情绪较为忧

郁的患者，可以选择节奏欢快，但是不能过于激昂或

者是过于缓慢拖拉的音乐，择取节奏快慢适中的音乐

为宜。②环境护理：在对患者实施音乐康护护理的过

程当中，需要对实施护理干预的房间环境进行干预，

要保障房间环境的温度及湿度处于良好的状态，且具

有良好的光线，同时要采取相应的隔音措施，避免对

其他患者造成影响。③在对患者实施个性化音乐康护

护理的过程中，可以指导患者在聆听音乐时，尽可能

的让身心保持放松的状态，同时护理人员在一旁用轻

柔的话语，引导患者进行冥想，有助于患者改善自身

的心理环境，缓解负性情绪。与此同时，对患者的面

部表情变化进行观察，详细掌握患者的情绪变化动态。

④对患者实施音乐康复护理时，需要对音乐护理的时

间以及音乐的播放音量（70 分贝左右）进行控制，播

放音乐的时间需要控制在单次播放时长为 10 分钟左

右，其音量以及时间的调节可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保障患者的应用个性化音乐康护

护理干预的效果，并且让患者通过音乐护理缓解负性

情绪，促进改善患者的抑郁状况。⑤在对患者实施音

乐护理干预的过程中，需要及时的和患者进行沟通交

流，了解及掌握患者经过护理后的实际情况，并于及

时对患者的后续干预方案进行调整，促进保障患者的

康复效果。 
1.3 观察指标 
（1）使用社会支持评分量表（SSRS）对两组患

者的社会支持评分进行评估，患者的得分越高则表示

患者的社会支持较佳；应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

两组患者的抑郁症情况进行评估，患者的得分越低则

表示患者的抑郁症程度越轻。 
（2）将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后的治疗认知能力评

分（治疗态度、治疗知识、治疗环境、治疗行为）进

行比较，单个项目的评分总分为 30 分，患者的得分越

高，则表示患者的认知能力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处理。（ sx  ）表示计

量资料，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用 t 检
验，而计数资料用卡方（ꭓ²）检验。P 评定检验结果，

P＞0.05 提示无统计学差异，P＜0.05 提示有统计学差

异。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后的社会支持评分

以及抑郁症评分 
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的社会支持评分以及抑郁症

评分差异不大（P>0.05），实施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的社会支持评分以及抑郁症评分明显要优于参照组，

两组之间的差异为（P<0.05），详细如表 2。 
2.2 对比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后的认知能力评分 
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的能力评分差异不大

（P>0.05），实施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认知能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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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要高于参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为（P<0.05）， 详细如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后的社会支持评分以及抑郁症评分（ sx  ，分） 

社会支持评分 抑郁症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组（n=46） 15.43±6.12 27.43±7.12 32.43±6.42 16.49±5.56 

观察组（n=46） 15.35±6.08 35.46±7.16 33.06±6.54 10.23±4.37 

t 0.063 5.394 0.533 6.004 

p 0.950 0.000 0.596 0.000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实施干预前后的认知能力评分（ sx  ，分） 

治疗态度 治疗知识 治疗环境 治疗行为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组（n=46） 12.68±6.13 18.79±6.78 12.12±7.26 18.97±6.34 12.58±5.87 17.74±6.78 12.47±6.05 18.34±6.72 

观察组（n=46） 12.75±6.34 24.53±4.98 12.35±6.75 25.87±4.12 12.23±5.46 24.56±5.54 12.74±6.31 24.54±5.87 

t 0.054 4.268 0.157 6.189 0.296 5.283 0.209 4.713 

p 0.957 0.000 0.875 0.000 0.768 0.000 0.835 0.000 

3 讨论 
抑郁症属于一种患病率较高且临床治愈率较高的

精神障碍疾病，抑郁症患者的主要表现特征为持续性

的心情低落，部分患者甚至会存在自伤、自杀行为，

可能会伴有妄想以及幻觉等精神疾病特征症状，情况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抑郁症木僵情况，主要表现为面部

表情僵硬、对刺激缺乏反应、少言甚至是不言语等情

况。抑郁症患者病发时的主要表现症状为情绪低落、

兴趣减弱以及缺乏精力等症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以

及工作与学习造成严重的影响[4-5]。对此，抑郁患者需

要及时且积极的接受相应的治疗干预措施，防止病情

持续进展，促进病情的恢复。临床中对抑郁症患者的

治疗，通常采用药物治疗手段进行干预，但是患者的

病情容易复发，并且对药物产生依赖性等不良情况。

因此需要在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的同时，对患者采取

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辅助提升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个性化音乐康护护理属于一种通过音乐对患者的

心理环境进行改善的护理手段，利用患者的听觉，通

过轻松欢快的音乐，刺激调节患者的内分泌，从而对

中的情绪以及行为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最终患者的

情绪低落状态进行改善[6-7]。音乐康复护理模式属于一

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在对患者实施治疗辅助护理的同

时结合音乐护理干预措施，借由音乐的刺激作用，有

效的改善患者的心理环境；通过借助音乐的感染力，

让患者能够有效的感受到音乐传达出的积极向上的意

义，让患者能及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接受治疗措施，促

进患者的病情恢复[8-9]。由于音乐的类型较为多样化，

在对抑郁症患者实施音乐康护护理时，需要根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以患者的个人喜好，为患者选择合适的音

乐类型，保障音乐护理的效果。 
此次研究结果中得出，通过对观察组患者实施个

性化音乐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社会支持评分以

及抑郁症评分均要优于参照组，并且观察组患者的治

疗认知能力评分要高于参照组，其组间差异为

（P<0.05），提示对抑郁症患者实施个性化音乐护理

干预后，能够有效的通过音乐对患者产生的刺激作用，

让患者的负性情绪得到有效的改善。同时能够对患者

的抑郁症情况进行改善，促进提高患者的治疗认知能

力，让患者能够更好的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保障

且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有助于患者的病情恢复。 
综上所述，将个性化音乐康复护理应用在抑郁症

患者护理中的效果较佳，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抑郁

症状态，帮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环境，提高患者的

治疗认知能力，促进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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