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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腦波儀建構一個線上回饋的音樂處方籤 

 

摘要 

    音樂治療有其一定的理論根據，本研

究擬經由腦波評估受測者的症狀，給予對

應之音樂處方籤，達到改善使用者專注度，

培養使用者放鬆感。同時本研究提供會員

制之服務平台，加上演算法評估，從資料

庫中選擇一適當的音樂處方籤給予受測者

聆聽，並利用點數卡的機制進行扣款消費，

達到個人化、無所不在及便利性之目標。 

音樂治療是建立在音樂的能量上，經由集

中專注地使用音樂，達成治療或改善的目

的。音樂治療是一種人性的且無侵害性的

醫療，意圖避免疾病、減輕疼痛和壓力，

協助情感表達、促進肢體復健、正面影響

心情和情緒狀況、增進記憶復甦，並提供

互動和情緒交流的機會。 

    簡而言之，音樂治療是利用音樂的知

識、教育模式、活動，有系統和計畫性地

將音樂使用在心理、生理，藉由治療者的

音樂素養及音樂的知識。同時，還必須有

著行為治療、行為科學的觀念，運用教育

的模式，把音樂治療當作一種處方籤，有

技巧的施用在有需要的病人身上。 

 

關鍵字: 腦波、音樂治療、音樂處方籤 

 

1. 引言 

大腦皮質位於大腦最外層，厚度約為 2-4

毫米，是由神經細胞所組成，依據空間位

置，又可分為額葉、顳葉、頂葉與枕葉四

個腦域區。額葉位於腦的前額處，負責運

動協調、思考判斷等；顳葉位於腦的左右

兩處，負責聽覺判斷；頂葉位於頭頂處，

負責基礎感覺功能；枕葉位於後腦，負責

視覺處理，如圖 1。而人類的腦電波活動

與大腦皮質區有密切相關。 

 
圖 1 大腦皮質的四個腦域區[1] 

 

美國音樂治療專家 Nordoff 和英國音樂治

療專家 Robbins於 1975年一同創造出「即

興音樂治療法（Improvisational-active 

Music child）」[2]，提出「音樂兒」這

樣的名詞，認為每個兒童不論有任何方面

的障礙，在他們的內部都含有一種獨特的

音樂性，而這種獨特的音樂性，能使他們

對音樂的刺激產生某種反應，通過這種音

樂治療的過程，可以使其發展出獨特的人

格，進而改善日常生活。 

就音樂治療的目的可分成下列幾點： 

（1） 協助過動兒或殘障者集中注意力，並

促進機能協調 

有些過動兒及殘障者（如智能不足、自閉

症或腦傷兒童）很難集中注意力於某件事，

行為過動，容易分心，然根據有關研究卻

發現音樂可以提供刺激，做到注意力集中

訓練，甚至可做為動作反應、敏捷訓練，

促進身體機能協調的功效。  

 

（2）穩定情緒 

音樂的另一作用是提供想像的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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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作為放鬆的線索。病患或殘障者可經

由音樂刺激，引發想像，並體會「放鬆」

的感覺。另外，音樂尚具有撫慰的作用，

使人感到安寧、鎮靜。因此，即使在治療

以外的時間，病患若能以同樣方法放鬆自

己，即可減少緊張與焦慮。 

 

（3）促進社會化與語言互動 

利用聽音樂的時間，令其交換意見，使得

每個人說出其對樂曲中的感覺、感動，生

活經驗與生活態度，甚至說出每天發生的

問題等，試圖令每個個體與團體中的份子

溝通，表達情感，以期得到團體的接納。 
 

（4）促進團體參與的動機 

針對智能不足者，常不知如何與人建立關

係，可能因沒信心才缺乏共同的喜好等因

素，因此藉著音樂的活動，可將他們的感

情互動融入在一起，加強其參與團體活動

的能力。例如在團體治療活動中，經由一

起聽音樂、唱歌、玩簡單的敲擊樂器，一

起隨著音樂做動作（如唱遊表演、拍手、

踏足或做韻律活動等），均可促其獲得身

心平衡及參與團體活動的動機與能力。 

    

2. 音樂處方籤之治療流程： 

（1）治療前的評估 

實施音樂治療前，應先經過專業醫師評估

使用者狀況，例如患者的家庭狀況、身心

健康、病例等相關資料，以作為擬訂治療

計畫的參考。 

（2）擬定治療計畫 

瞭解掌握患者的背景，針對問題及治療目

標擬定治療計畫，訂定長期治療或短期治

療計畫，以及施予適當的音樂種類，撰寫

治療過程。 

（3）進行音樂治療 

以音樂處方籤搭配腦波儀進行音樂治療，

並且記錄治療過程，如過程中發生任何問

題，應諮詢專業治療師，決定是否繼續治

療或更換方法。 

（4）治療後的評量與回饋 

音樂治療後應實施效果評量，瞭解使用者

的治療成效，以及音樂治療的內容和引導

方式是否能達到預定的目標。 

 

對於音樂治療的步驟實施，本研究擬做好

事前縝密的評估，瞭解狀況，掌握治療目

標，訂定適當的計畫，並實施治療後的評

量，是成功治療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如

下圖 2為音樂處方籤作業流程。 

 
圖 2 音樂處方籤作業流程圖 

 

2.1. 本研究分為以下執行階段： 

（1） 會員註冊階段： 

使用音樂處方籤之前，必須進行會員註冊，

用來記錄各項治療過程的數據，以及付款

的事項。如下圖 3為會員註冊流程。 

 
圖 3 會員註冊流程圖 

（2） 付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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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音樂治療前，必須有足夠的額度，每

次使用前都會出現扣款提示，當餘額不足

就會進入儲值頁面。如下圖 4 為付款流

程。 

 
圖 4 付款流程圖 

（3） 使用者狀態評估階段： 

經由專業醫師初步評估使用者身心狀況，

以及判斷是否適合音樂治療，進而選擇適

當的音樂類型。 

如下圖 5 為使用者狀態評估流程。

 
圖 5 使用者狀態評估流程圖 

（4） 音樂治療階段： 

依腦波各狀態所評選出來的音樂來進行音

樂治療，並記錄治療過程。如下圖 6為音

樂治療流程。 

 
圖 6 音樂治療流程圖 

 
 

2.2. 測量儀器 

MindWave Mobile腦波意念耳機是美國

NeuroSky公司[3]開發的一款非侵入性的

腦電波設備，它可以檢測人體的專注與放

鬆狀態，其準確度與價值四萬美元的醫療

級 Neuroscan 腦波儀有 96%的相似度

(NeuroSky，2011)，如圖 7。 

 
圖 7 MindSet 與 Neuroscan 腦電圖比較 

 

MindWave Mobile 可通過放置在頭皮

上的感測器，測量到大腦神經元所發出的

生物電信號的模式和頻率，感測器位在大

腦前額葉的位置上，再透過 NeuroSky 

ThinkGear 技術採集腦部模擬電信號，即

我們通常所說的腦電波，然後將類比信號

轉換為數位信號，搭配藍芽傳輸，從而使

得各種應用可以利用這些信號進行交互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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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下表 1[4]描述了腦電波的頻段劃分以

及不同類型腦電波所反映出的腦部精神狀

態。 

表 1 腦電波頻段與精神狀態 

腦波類型 頻率範圍 精神狀態 

Delta波 0.1Hz到 3Hz 

沉睡,非快速

動眼睡眠,無

意識狀態 

Theta波 4Hz到 7Hz 

直覺的，創

造性的，回

憶，幻想，

想像，淺睡 

Low Alpha 波 8Hz到 9Hz 

放鬆但不困

倦，平靜，

有意識地 

High Alpha 波 10Hz到 12Hz 

靈感、直覺

或點子發揮

威 力 的 狀

態，身心輕

鬆而注意力

集中。 

Low Beta波 13Hz到 17Hz 

運動感覺節

律,即輕鬆又

專注，有協

調性 

High Beta波 18Hz到 30Hz 

思考，對於

自我和周圍

環境意識清

楚，警覺，

激動 

 

2.3. 演算法 

eSense 專注度指數表明了使用者精神“集

中度”水準或“注意度”水準的強烈程度，例  

如，當你能夠進入高度專注狀態並且可以

穩定地控制你的心理活動，該指數的值就

會很高。心煩意亂、精神恍惚、注意力不

集中以及焦慮等精神狀態都將降低專注度

指數的數值。 

eSense放鬆度指數表明了使用者精神“平

靜度”水準或者“放鬆度”水準。 

需要注意的是，放鬆度指數反映的是使用

者的精神狀態，而不是其身體狀態，所以，

簡單地進行全身肌肉放鬆並不能快速地提

高放鬆度水準。然而，對大多數人來說，

在正常的環境下，進行身體放鬆通常有助

於精神狀態的放鬆。放鬆度水準的提高與

大腦活動的減少有明顯的關聯。長期觀察

結果表明：閉上眼睛可以使得大腦無需處

理通過眼睛看到的景象從而降低大腦精神

活動水準。所以，閉上眼睛通常是提高放

鬆度值的有效方法。心煩意亂、精神恍惚、

焦慮、激動不安等精神狀態以及感官刺激

等都將降低放鬆度指數的數值。 

腦波儀器是每一秒做一次讀取腦波的

動作，因此當檢測完畢時需要把檢測過程

中每一秒所測得的 Alpha、Beta、Delta 和

Theta 波記錄下來並做加總且平均，以便

執行演算法運算。 

參考之前學者[5]所研究的結果，進而

提出下列公式用來作為腦波儀偵測睡眠品

質之演算法。     

        

 
                                    

                      
 

                     
                

                       
                 

                         
                 

 

下圖 8為偵測腦波演算法，其中Alpha、

Beta、Delta 和 Theta 分別代表在偵測過程

中 4個腦波類型個別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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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腦波儀偵測腦波演算法 

3.1 實驗環境 

受測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裡做此次的測

驗，這是為了怕受測者在不熟悉的環境會因為

過度緊張而導致受測數值受到影響。 

硬體設備：Mindwave Mobile、筆記型電腦(Intel 

Core I5-3230M，DDR3 4G-1600 *1)、藍芽傳

輸器、伺服器(Dual-Core Intel® Core™2 E4600 

processor，RAM 8G*1，硬碟 500GB*2)、防火

牆(ZyWALL 2 plus) 。 

軟體設備：Windows 8(64 bits)、Visual Studio 

2010、Microsoft Excel 2012。 

 

3.2 實驗數據 

受測樣本為 10人，其受測者所測驗

數據平均如圖 9 ~圖 12所示。 

受測時間總共 15分鐘，減去前後各五分鐘，

取中間 5分鐘當作有效數據。 

Y軸是Neurosky以 1-100之間的具體數值

來表示受測者的專注度與放鬆度的程度，

兩參數皆無單位表示。專注度特性說明了

使用者精神集中度或注意度的強烈程度，

放鬆度特性說明了使用者精神平穩度或者

放鬆程度。 

X軸是時間表示，1刻度為 20秒。 

 
圖 9 頻率 7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圖 10 頻率 11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圖 11 頻率 14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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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頻率 19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3.3 實驗分析 

檔名後二位的數字是代表波差頻率，

如 07 代表雙耳頻率差 7Hz、14 代表雙邊

差 14Hz；第一個英文字母 C 或 R 代表

concentration 或 relaxation，所以頻率 04、

07的檔名開頭都是 R(放鬆)，頻率 14、19

的檔名開頭都是 C(專注)；第二個英文字

母代表音樂種類：C是 Classical Music、P

是 Piano Music、S是 Soft Music，R組的

C,P,S跟 C 組的 C,P,S是不同的音樂。 

經實驗結果顯示，幫助放鬆的音樂

頻率 7比頻率 11有效，幫助提升專注的音

樂頻率 14 比起頻率 19來的穩定。 

 

3.4 實驗結果 
（1） 使用音樂處方籤搭配腦波儀進行音樂

治療之潛力：近年來，隨著大腦的研究知

識成果越來越成熟，其相關討論也越來越

熱門。特別是在教育領域，教育工作者想

更了解大腦的運作模式，希望以此能設計

出更符合人們大腦運作模式的教學及學習

方法、教材。在認知神經科學領域中，有

許多儀器能幫助研究者了解人的大腦活動

狀態，腦波儀即是其中之一，它能夠監測

人大腦的心智運作狀態變化，可說是能以

儀器解讀出人沒有用話語表達出來的心思

運作。 

這項新的技術，無論教育、運動及醫療各

領域，都已經開始廣泛的使用，而音樂對

於人的身心具有確實的療癒作用，因為聲

音是一種振動，令人體分泌生理活性物質，

調節血液流動和神經， 讓人較有活力，使

得右腦變得靈活，並且引導帶動重要的 α

波，達到提升身心狀態的療癒效果。  

（2） 可行性分析： 

音樂治療中，當音樂作用於人體各部位時，

人的血液、腦波隨之產生和諧共振，使器

官的運作規律協調，改善人體狀態，讓人

感到輕鬆，解除疾患，促進康復。由於聽

覺中樞神經與痛覺中樞神經位置相近，音

樂刺激造成大腦聽覺中樞的興奮可以有效

地抑制相鄰的痛覺中樞，具有較明顯的止

痛效果。而音樂還能夠明確的影響人的情

緒和認知，音樂治療正是利用其對人的心

理的影響力，引導出患者內心的正面思想，

進而擺脫痛苦和低潮。 

    重要的是，音樂治療並不會帶給患者

任何的傷害或副作用，過程只需透過專業

醫師的評估來選擇適當的音樂類型，加上

腦波儀設備，並不會產生多餘的垃圾，成

本低廉、安全且環保，比起傳統醫療，需

要藥物輔助、繁雜的機械設備以及昂貴的

醫藥費，音樂治療更適合於大眾需求，加

上近年來利用腦波儀分析的技術更加純熟，

相信此療法在往後必能被用於多數常見疾

病的治療中。 

（3） 研究產生之緣起: 

注 意 力 缺 陷 過 動 症 （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或稱注意

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

）是一種常見的精神失調狀況，目前常見

的案例以兒童為主，但此類狀況也會在成

人身上出現。在 7 歲以下，約有 3％至 5

％的兒童會出現症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的《世界通用疾病分類手冊》第十版[1]稱

此症為「過度活躍症」（ Hyperkinetic 

Disorder），分類編號為 F90，一般又俗稱

為「多動症」、「過動兒」[6]. 

 

注意力缺失與過動障礙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根據研究指出，ADHD患者78.8%

來自於遺傳，ADHD患者大腦分泌的多巴

胺和正腎上腺素量相較於一般人偏低，無

法有效篩選進入大腦中的訊息，因此造成

注意力無法集中，也缺乏行為控制的能力，

進而產生過動及衝動的症狀。我們可以從

大腦掃描發現，一般成人大腦(左)與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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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卻從未接受治療的大腦(右)有所不

同，ADHD的葡萄糖代謝活性相對於一般

人低 [7]. 

 
圖 13 患 ADHD與一般人的大腦差異圖 

 

依據統計資料[8]，台灣地區約有 5%-7%的

學齡兒童患有 ADHD，即台灣約有 20 多

萬小朋友受到此疾病的困擾，而其中男童

患病比例約為女童患病比率的 3倍，主要

原因為患有 ADHD 男童大多以衝動及過

動表現其症狀，而患有 ADHD女童多為注

意力不集中型，比較容易被師長忽略就醫。 

研究中發現，若 ADHD於幼年期開始發病

，會有 30%-70%的病童將持續病情至青少

年及成人，而成人期的 ADHD患病比例並

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整體而言，台灣地

區約有 2%成人患有 ADHD。 

 

依據文獻[8]分析中指出 ADHD 有以下三大類

特徵症狀： 

(1).注意力不集中 (Inattention) 

要求 ADHD/ADD 兒童集中注意力，是一

種非常複雜的課程，教室裡除了上課內容

與老師的講解外，還有許多引起兒童好奇

的刺激，如窗外風景、同學說話的聲音等，

正常兒童懂得分辨什麼時候應該要注意哪

些，並有自我抑制的能力，但 ADHD兒童

很難忽略其它環境帶來的刺激，並集中注

意力，即使不斷地提醒或指責，亦無法改

變這樣的現象，所以在老師眼裡，往往是

一個非常散漫的小孩。 

 

(2).過動 (Hyperactivity) 

ADHD兒童會不經許可離開座位、蹦蹦跳

跳、不停的擺動手和腳、或從不讓手臂和

腿閒著等，活動量非常大。在一個需要長

時間保持靜態的情況，他們會對抑制身體

動作感到困難，而且會不斷的扭動手指或

腿，發出詭異的聲音。這種過動的情形不

論是一個人獨處、與父母親共處、遊戲中、

上課時都會出現這種情況，而 ADHD 兒

童的憤怒、挫折、憂傷、快樂等的情緒性

反應表現，也會比一般兒童頻繁及強烈。 

(3).衝動 (Impulsivity) 

衝動性是指在抑制反應上有困難，在尚未

思考前，就會做出一些行動的行為。ADHD

兒童在許多情況下，往往無法判斷何謂”

適當的行為”，由於 ADHD 兒童自我抑制

能力不足，往往會不由自主地說出本身不

願意說的話或行動，也就是說雖然他了解

必須遵守紀律，但想快速行動的欲望會超

出自我抑制的能力，所以才會衝動地做出

意外的行為。 

 

4. 結論 

    音樂治療從古至今一直都是一門很重

要的學問，早在幾千年前的 人們就知道音

樂有很多功能，像是：安撫、振奮人心、

放鬆精神，甚至在不同的場合，音樂是陪

伴的角色， 也是增添不同範疇的生命力。

音樂，一直都是被當作人們所用來欣賞的，

但在近年來，一些人發現音樂還能夠拿來

治療許多的問題，就像是戒毒、安定精神

病患者、幫助兒童復健、身心障礙者、產

前婦女的緊張情緒能夠達到安撫作用等。 

    就目前來說，腦波儀技術已能便利的

應用在學習領域中，在注意力的監測及訓

練方法上，提供教師及學習者一項新的選

擇。未來，新的腦波量測技術發展若越趨

成熟，對於人腦思考狀態與腦波對應關係

的了解若更明確，腦波量測應用到教育及

生活領域的範圍會更廣泛。若能偵測到大

腦的其他運作功能，例如記憶力等，對於

學習教材的開發可提供更新的發展。在生

活方面，以念力控制、操控介面的滑鼠可

望產生。又像是目前已在討論的熱門議題，

例如在醫療方面，若能將偵測到病患的腦

波轉化為具體指令，便能讓具多重障礙的

病人靠著腦波來控制義肢和輪椅。將來若

更進一步，科學家有一天會更具體的發明

出讀腦機，能「駭入」人腦，把偵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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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波圖轉換成人想表達的文字或句子，便

能讓失去表達能力的病患也能與外界溝通，

這項新發明想必能對病友帶來許多助益也

勢必會對人類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9]。 

    同樣的道理，利用分析人類腦波的狀

態，進而針對這些精神上的障礙，改善精

神病患、過動兒、憂鬱症等症狀，已成為

未來一項值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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