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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妊娠恶阻是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之一，主要表现为妊娠早期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厌食，甚则食入即吐。

长期得不到缓解的严重妊娠恶阻可能与不良妊娠结局、孕妇的身心健康与子代的远期生长相关。五行音

乐疗法是中医特色外治法之一，有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近20年的五行音乐疗法的相关研究表明五行音

乐疗法可以影响人的心理状态，从而调节身心，治疗疾病。本文将探讨五行音乐疗法治疗妊娠恶阻的理

论基础,着重从中医心身医学的立场出发，并对其在妊娠恶阻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为使用五行音

乐治疗妊娠恶阻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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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usea and vomiting during pregnancy, commonly known as hyperemesis gravidarum,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It primarily manifests as nausea, vomiting, dizziness, and 
anorexia in early pregnancy, sometimes even leading to immediate regurgitation upon eating. Se-
vere Nausea and Vomiting during Pregnancy that does not subside over tim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matern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long-term growth of off-
spring. Five Element Music Therapy is one of the unique external treatment metho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ith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esearch related to Five Element Mu-
sic Therapy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dicates that it can influence human psychological states, 
thereby regulating the mind and body to treat diseas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using Five Element Music Therapy to treat Nausea and Vomiting during Pregnancy, focus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TCM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nd summarize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Nausea and 
Vomiting during Pregnanc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sing Five Element Music Ther-
apy in treating this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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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现代医学中妊娠剧吐(hyperemesis gravidarum, HG)没有公认的定义，因此妊娠剧吐的诊断以排

除性诊断为主，具有典型临床症状但其他疾病不能解释，而妊娠期恶心呕吐(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
nancy, NVP)一般定义为在妊娠前三个月开始没有其他原因的恶心、呕吐和或干呕症状[1]。现代医学中的

妊娠剧吐可以参照妊娠恶阻治疗辩证治疗。以往人们对于妊娠剧吐的重视程度不够[2]，及妇女本身对怀

孕期间使用药物持怀疑态度[3]，简单地认为该病是妊娠的早孕反应之一，属于自限性疾病[4]。若妊娠期

恶心呕吐恶化加重，控制症状就变得更加困难，不仅会降低孕妇的生活质量还会减少其工作时间，美国

一项调查显示 NVP 加重还会平均增加 40%医疗花销，孕妇平均医疗花费达 1824 美元，更为严重的是极

容易威胁母胎安全[5]。近年来，随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孕妇的身心健康越来越成为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研究发现，妊娠出现严重恶心呕吐的病史与不良妊娠结局、孕妇的身心健康与胚胎和婴儿远期的生

长发育密切相关[6]。荷兰一项研究发现妊娠期恶心呕吐患者的生活质量较未发生妊娠期恶心呕吐的人群

差[7]。因此，有效治疗妊娠期剧吐对确保母婴健康至关重要。五行音乐疗法，就是根据中医传统的阴阳

五行理论和五音对应，用角、徵、宫、商、羽五种不同的音调的音乐来治疗疾病的方法[8]，一般是在常

规医药物干预基础上，配合五行音乐疗法，据证选音乐与曲调，以缓解妊娠恶阻。 

2. 音乐疗法的溯源与作用机理 

从人类早期的活动遗迹可以知道，音乐疗法最早是被用于巫医对人的治疗中。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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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最早提出“音乐医学”的概念，他认为欣赏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与维持心理平衡。

音乐治疗在创造力和生命力蓬勃的文艺复兴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起音乐疗法在美

国作为新式治疗手段，并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9]。我国虽然自古就有音乐治疗的相关思想，但是音乐

治疗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 

3. 五行音乐疗法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组成，相互之间以生克制化关系而并称

“五行”。中医基础理论中也有阴阳五行学说，五行与五脏具有对应关系。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国传统音

乐均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二者基于共同的哲学基础。《灵枢·邪客》曰：“天有五音，

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五行音乐即将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音：角、徵、宫、商、羽谱成乐曲

[10]。五行音乐疗法属于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范畴，《黄帝内经》最先把五音理论引入祖国传统医学领域，

其中五音是中国传统乐曲的基本要素，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音即为角、徵、宫、商、羽 5 种

音调；广义的五音是自然界发出的一切声音。在《黄帝内经》中“以音为药”，将五音归属对应五行，即

“五行音乐”是将五行、阴阳、五志、五脏等理论与音乐相合，形成了五种不同调式用以治疗不同疾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对五脏与五志、五音的关系有明确的阐述：“肝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志为

怒，怒伤肝，悲胜怒；心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人们便知道了情绪变

化对人体的影响，以及不同情绪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控制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音乐养生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嵇康曾在《琴赋》写道“(音乐)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

幽情，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元代擅长治疗情志病的著名医家朱震亨亦认为：“乐者，亦为药也”；

医家万全在《幼科发挥》较为详细地记载：汪元津的小儿子，因“伤食病疟”而“发搐”、“喜睡”，遂

让汪元津小儿子平日里的玩伴，在窗前敲钹打鼓，唱歌跳舞，“未半日目开而平复也，凡十日而安”的音

乐治疗案例[11]。古人认为音乐是天地和谐、阴阳调和的表现形式。《吕氏春秋》如是记载：“凡乐，天

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中医学中认为人体健康的本质即是脏腑气血阴阳的和谐。《内经》“百病生于

气，而止于音”解释了人体气机的不畅或紊乱可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而音乐调畅气机的作用，可促进

疾病痊愈。 
当声音传播的介质发生变化时，声音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消退与亢进，通过声波与

五脏共振所产生的能量对五脏固有频率震动所产生的能量进行纠正，“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或许就是

五音治病的作用机制[12]。陈宇坤和耿少辉等人通过大量文献溯源和考证研究发现[13]，五音作为一种声

波振动，具有特异的能量属性，其的振动频率可引起五行属性相同的脏腑经络产生共振，从而起到治疗

作用。五行音乐疗法能够改善患者抑郁症状，改变患者血清细胞因子含量，改善患者免疫功能[14]。 
综上之论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诊治疾病的理念中，音乐不止是一种艺术形式用以抒发情感和寄托

情感，同时也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 

4. 音乐疗法的作用机制 

音乐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体验从而引发轻松、愉悦或忧愁、悲愤等情绪

共鸣，达到心理上的情感平衡，从而调节情绪。音乐疗法是集医学、音乐、心理、物理等多学科为一体的

交叉学科，不仅带给人愉悦的享受，还可通过心理、生理双重作用影响人的身心[15]。作为一门音乐与人

本精神和生命科学相融合的新医疗技术，它包括治疗、调节、教育和训练等方式的综合性过程[16]。可以

从情绪调节与神经递质假说、社会沟通假说方面阐述音乐疗法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听音乐时大脑的双

侧脑区杏仁核、海马体以及旁边缘结构包括眶额皮质、海马旁回和颞叶等被激活，这表明音乐能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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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核心区域的活动[17]。音乐疗法效果的关键因素在于情绪调节，Koelsch 提出认知神经学假说，认为

音乐可以调节大脑边缘结构的活动，这些结构和情绪的产生、维持和调节密切相关[18]。音乐的另一个生

化特征是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分泌增加，使用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和 11C-放射性标记能够在听音

乐的高峰情绪时发现纹状体内源性多巴胺释放[19]。学者梅茹和王亚军认为，低社会支持是妊娠期不良心

理因素产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0]。叶伟娟通过对妊娠剧吐孕妇进行心理管理干预开展临床观察发现，系统

性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消除孕妇的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情绪，改善孕妇的心理状态，提高治疗效

果[21]。音乐治疗是一个科学的系统治疗过程，而不是简单、随机和无计划的音乐活动[22]，根据患者不

同的参与方式，音乐疗法可被划分为主动型音乐治疗和被动型音乐治疗。主动型音乐治疗需要治疗对象

跟着治疗师进行音乐相关的学习与训练，而被动型的音乐治疗需要治疗对象在治疗师的指导下倾听音乐，

从社会沟通角度而言，在音乐治疗过程中共同的音乐活动给治疗对象提供社会交流的媒介[23] [24]。作为

一种非药物疗法，音乐疗法不仅可以避免药物可能引发的不良作用，而且更易于为患者所接受[24]。当前

音乐疗法作用机制尚处于深入探索研究阶段，其神经、体液及内分泌的多系统调控多于改善临床躯体症

状的结果是明确的。 

5. 妊娠恶阻的病因病机 

妊娠恶阻的病名最早见于《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

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历代医家虽对恶阻的病因病机多有阐释，但盖难统一，妊娠恶阻的主要病机

为冲气上逆，胃失和降，脾胃的升降运动无不影响着水谷精微，人体有胃虚、肝热、痰滞[25]。气是构成

宇宙万物的原始物质，气的运动称为气机，气机的表现形式是升降出入，脾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气的

升降看似对立，实则又是统一的一种运动，《素问·六微旨大论》有云：“天有阴阳交泰，人有升降出

入”、“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藏”皆强调了气机升降相因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性。《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

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说明脾胃不仅是人体气

血生化之精气血津液的周流不休，而脾胃升降失调，气机上逆亦可导致妊娠恶阻的发生。五音调节脏腑

应以调节脏腑气机作为突破点。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忧)则气消，恐则气下。情志的变化和气机直接

相关，气的运动是人体所有生理病理活动的根本机制[26]，也是情志活动的内在机制。 

6. 音乐疗法临床应用 

随着社会转型，音乐疗法越来越被广大临床工作者所关注到，相关临床试验、生理病理机制与作用

机制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心身医学亦迎来了新发展。郑萍等[27]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对妊娠剧吐患者实

施音乐疗法，可进一步调动患者机体的潜能和心理耐受阈值、消除患者的负面情绪，能有效改善其妊娠

剧吐症状，从而提高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有利于孕妇及胎儿的身心健康。田冬梅等[28]研究发现，伴

有抑郁焦虑情绪的孕晚期孕妇做胎心监护时播放五行音乐，能明显降低胎心监护检测数据的假无反应型，

减少不必要的产科干预。五音通过调节相应脏腑功能和气血的运行，达到颐养身心、调节情绪的目的[29]。
李芳和谢金凤等[30]通过探讨输液辅，以心理干预及音乐治疗妊娠剧吐的临床疗效得出结论：常规西医输

液辅以心理干预及音乐治疗妊娠剧吐疗效确切、安全、实用。严金婵[31]在中医五行音乐结合静脉补液治

疗妊娠剧吐的效果观察中发现：对照组以静脉补液治疗，观察组予以中医五行音乐联合静脉补液治疗，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3.1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8.97%，中医五行音乐联合静脉补液治疗妊娠剧吐的效

果确切，值得临床应用。徐启锋等[32]研究发现五音疗法可用于改善脾胃运化功能。何亚丽[33]研究发现

心理干预加音乐疗法可以轻妊娠剧吐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音乐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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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应用中主要作为辅助治疗应用，作为单一干预手段目前相关研究尚缺乏，临床仍以躯体症状为关

注和治疗重点。 

7. 小结与展望 

五行音乐疗法治疗疾病注重形神合一。音乐疗法不是音乐和疾病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将音乐、医

学和心理学的高度结合，其中把握人的心理变化规律的运用是贯穿音乐治疗始终的关键环节。在具体治

疗方面，音乐治疗的过程是人与音乐、人与人互动的过程，现代医学认为音乐疗法是心理的共鸣与疏导，

使人的情绪得以宣发和调节。在应用方面，五行音乐疗法的推广应用仍有众多短板和限制，五音疗法临

床应用常作为辅助疗法；在人员和技术方面也存在多层次、多方面的不足，如缺乏音乐疗法专业人员、

相关标规范和准、健全管理与干预网络等；而公众对心理治疗认知亦较为局限，五行音乐与大众喜闻乐

见的现代音乐曲目风格仍有出入，部分患者难以接受，这就有悖于怡情悦性这一治疗初衷，影响治疗效

果。在研究领域方面，目前多数临床研究仅考虑了音乐疗法的短期疗效，而音乐疗法对于妊娠恶阻是否

有长期疗效，尚须经临床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的进一步证实，并应重视受试者定期随访的实

施。尽管五行音乐疗法的推广有诸多阻碍，我们仍应致力于将现代音乐与传统五行音乐相结合，形成一

套完整、规范化的五行音乐疗法[8]。目前，五行音乐疗法已形成一套理论知识支撑，而且以其简便易操

作、疗效佳、无不良作用等优势，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因此五行音乐疗法应用于妊娠恶阻的防治有一

定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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