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的故事
         

人工智能与音乐疗愈结合

为失眠者定制
“音乐睡眠处方”

走进上海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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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科技、医学”——实

验室的简介上镌刻着这六个

字，昭示了其交叉学科的属性，

并揭示了音乐在传统艺术欣赏

领域之外的另一重要应用。人

工智能与音乐疗愈的结合虽处

于萌芽阶段，但已在全球范围

内引起广泛关注。这一概念最

早由国际学术界提出，上海音

乐学院作为国内较早介入这一

领域的机构，正积极推动这一

交叉学科的发展。“作为中国第

一所专业音乐学府，上音理应

在音乐疗愈领域作出积极贡

献。特别是在AI时代，我们也

将它作为通用人工智能（AGI）

的一个领域。”实验室主任、上

音民族音乐系主任刘灏教授介

绍道。于是，2024年11月，上音

人工智能音乐疗愈实验室应运

而生。

上音人工智能音乐疗愈实

验室设五个功能区：高压氧舱

与试听疗愈室、心理咨询与音

乐康疗室、嗓音与试听声学室、

预实验室与（研讨）准备室、移

动脑电与生理指标采集室。刘

灏介绍，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

也可以成为音乐疗愈的智慧大

脑。实验室依托人工智能技

术，构建了覆盖数据建模、内容

生成与场景落地的全链条创新

体系。通过采集生理指标、脑

电波等数据，团队训练人工智

能模型分析音乐风格、声波频

率与人体反应的关联，实现音

药协同的精准匹配。

例如，在二十四节气云上

作品展项目中，人工智能根据

节气特征自动筛选声波频段与

乐器组合，动态生成融合自然

韵律的疗愈音乐。与此同时，

基于用户出生日期、地域文化

等个性化信息，人工智能实时

作曲并融合戏曲、民乐等传统

元素，打造出696首定制化“声

音疗愈胶囊”，目前该技术已应

用于抑郁症、儿童多动症的临

床干预。

为进一步提升沉浸式体

验，实验室还利用 WFS波场

合成全息声电子声罩技术，

通过人工智能调控声音的空

间方位与频率，结合微压氧舱

硬件设计，激活小脑与感觉—运

动皮层，帮助用户进入深度冥

想状态。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邹

翔、包丽雯医生的指导下，实验室

探索了音乐风格对药物吸收的影

响，为音乐辅助药物递送提供了理

论支持，另外，公众号也将发表关

于“音乐治疗和正念治疗”与“中青

年高血压的音乐干预”的研究报

告。刘灏表示，这种“音药协同”的

治疗方式，具有普适性、易操作性

和无副作用等优点，能够为音乐疗

愈领域开辟新的可能性。

此外，团队正研发便携式脑电

监测设备与人工智能声疗终端，未

来计划将其嵌入智能家居与可穿

戴设备，实现随时随地的声音疗

愈。这些技术突破不仅拓展了音

乐疗愈的应用场景，更为大健康产

业注入了新的科技动能。实验室

的视野已延伸至更复杂的疗愈场

景。通过实时监测脑电信号，人工

智能可动态调整音乐情绪强度，形

成感知-反馈-优化的闭环调节系

统。团队还在探索多模态融合技

术，结合VR视觉与触觉反馈构建多

维疗愈空间，进一步强化沉浸感。

在2024年11月举行的“古韵

疗心”音乐会上，上海音乐学院声

音疗愈团队与上音艺创坊联合呈

现了一系列中华传统民乐。实验

室使用人工智能对古筝曲《高山流

水》进行低频声波重构，使其与观

众脑波共振。“音乐疗愈的终极目

标是让技术隐形，让体验直达心

灵。”为此，实验室计划构建AIGC

大数据算法模型，联合高校与企业

孵化人工智能音乐疗愈产品，加速

技术普及，让更多人享受到音乐带

来的心灵慰藉和健康益处。

探索音乐对药物吸收的影响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全市

首台用于台区（注：专业名词，指变

压器的供电范围或区域）低电压治

理的分布式储能设备已在闵行区浦

江镇东风村安全运行一个多月，解

决了该村73户居民多日多户低电压

的电能质量问题。

这台分布式储能设备犹如一

个“巨型充电宝”，额定容量250千

瓦时、额定功率125千瓦，在用电

低谷时段充电，在高峰时段放电，

以数智化手段提升末端居民用电

质量。

此前，东风村由于是典型农村

台区，供电半径大、配网基础薄弱，

加之出租房密集和近年来充电桩数

量激增，迎逢度夏或迎峰度冬的用

电高峰时段，台区末端居民用户因

电压低，偶尔会遇到跳闸或大功率

设备无法启动的情况。

该村墙头线居多且不具备立杆

条件，难以通过配网基建项目进行用

电改造。为破解这一难题，市南供电

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积极探索数

智化治理手段，于1月19日将“巨型

充电宝”投入该村，提供即时的电压

支持：在用电高峰期，当末端用户电

压降至215伏以下，由“巨型充电宝”

释放有功功率，保证用户电压稳定在

220伏以上；在用电低谷期，“巨型充

电宝”储存电能，实现电能的合理调

配和高效利用。

统计显示，一个多月以来，这个

“巨型充电宝”帮助东风村台区末

端居民用户电压普遍提升了10至

15伏。

“巨型充电宝”解决低电压问题

（上接第1版）
陈吉宁指出，要始终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坚定文艺发展的根

本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实践活动，把心、情、思沉

到人民之中，把人民满意不满意

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把最

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全力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把提高质

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持之

以恒在文艺原创力上下功夫，不

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

涵、艺术价值。把握传承和创新

的关系，坚持文化主体性，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

能量，挖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的时代内涵，深化文艺

和技术的融合。提升用文化同世

界对话的能力，在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中呈现中国审美、传播中国

价值、塑造中国形象。要坚守艺

术理想，始终以德艺双馨严格要

求自己，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

功课，时刻牢记肩负的文化责任

和社会担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

中，努力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

行者、先倡者。

陈吉宁强调，全市各级党委、

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

策，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

领导，按照文艺创作规律和文化

管理规律办事。各级领导干部要

主动关心文艺工作者，市区文联、

作协要全面深化自身改革、扩大

工作覆盖、提升服务能级，不断培

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

聚人才，推动上海文艺事业呈现

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李屹代表中国文联向大会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上海市文联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

导向，发挥两个优势，深度贯通

“做人的工作”与“推动文艺创

作”，在主题创作、文化品牌、文艺

惠民、人才培育、理论评论、行风

建设、文化润疆、文艺援藏及组织

建设等各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为

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

地，推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

供了强大精神推动力和文化牵引

力。希望上海文艺文联工作锚定

强国复兴，勇担新时代的新使命；

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

新史诗；坚持守正创新，开拓文艺

创作新境界；践行崇德尚艺，营造

山清水秀文艺生态。

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大会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近年来上

海文学事业发展和作协工作给予

高度肯定。他指出，要高举党的

文化旗帜，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

略目标，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文化

使命，以崭新的精神面貌、饱满的

创作热情，投身文学实践。要坚

守人民立场，充分尊重人民首创

精神，以开放性思维和创新性思

维，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

代经典。要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

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

打造文学新力量，培育文化新质

生产力，创新开展中外文学交流

互动。要围绕“做人的工作”，把

作协组织建设成为温馨和谐的作

家之家，书写新时代文学事业繁

荣发展新篇章。

市文联主席奚美娟、市作协

专职副主席马文运致开幕词。市妇

联主席张华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

“蓝色珠链”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生态保护领域的重点项目之

一。一期工程围绕华为练秋湖研发

中心建设和青西郊野公园优化提

升，充分利用两岸各80米陆域空间

和100米水域空间，实施4.2公里北

横港生态治理，进一步改善水质、修

复生态、营造景观。上图为治理后

的北横港水域水清岸绿，右图为保洁

人员打捞漂浮物

杨建正 摄影报道

“蓝色珠链”水环境治理见成效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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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沁心，丝丝绵绵。上海音乐学院
某教学楼的一间房内，一位受试的失眠患

者舒服地躺在沙发里，耳边流淌着由人工智能实
时调配的疗愈旋律，不久便睡着了。这是“上海
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实验室”，正在为一

名失眠患者进行音乐疗愈测试，通过分析患者的
一系列生理指标，人工智能不断实时演算，优化
音乐，最终为患者生成专属的“睡眠处方”。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音乐疗愈的交叉
学科平台，该实验室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
推动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在音乐疗
愈领域的应用提升了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