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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子平台協助腦退化症人士 

 

老年人口上升，和年老相關的認知能力衰退人數增加，相應的服務需求也愈來愈大。針

對認知能力的傳統的非藥物治療以面對面方式提供服務，這種服務安排手中奪因素影

響，例如有否合適的地方、人手資源、交通時間、甚至天氣。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尤其

是資源較少的長者，可能較難接受服務 
1。 

 

近年，業界對電子介入方法的興趣不斷增加。電腦活動可以在家進行，也不一定需要專

人從旁協助，在地點和時間方面都比直接服務來得靈活。對於難以接受直接照顧服務的

人來說，電子認知活動或者可以成為替代的選項。同時，比較紙筆記錄，電腦程式能夠

提供實時回饋，並且能自動運算分數，讓人更容易掌握自己的訓練進度 
2。 

 

電子認知訓練有效提升輕度認知障礙症人士的認知表現 
3。在一項最近發表的研究，Lin 

et al. 
4
 指出一個在家進行的網上訓練能改善輕度認知障礙症人士的認知能力，甚至訓練

範圍以外的能力也有進步。參加者以每週四天、每天一小時的方式接受視覺形式的反應

訓練。們完成訓練後後接受腦測驗，並由研究員量度他們進行日常生活的時間，並與那

些花同樣時間進行輕鬆遊戲的參加者進行比對。訓練由的活動組成。結果顯示，參加認

知訓練的人士在訓練項目相關的反應時間有改善，在工作記憶也有顯著進步，而且他們

需要完成日常活動的時間也明顯較少。研究人員認為，以電腦進行的反應訓練提供豐富

的刺激元素，有機會幫助記憶和改善日常活動能力。 

 

過往的研究顯示，腦退化症人士也能受惠於其他電子認知介入活動 5。一個專門為刺激

認知能力的電腦程式經由四個國家共 348名長者測試，其中 118名為腦退化症人士。研

究的遊戲活動每節維時一小時，參加者每週參與兩次，一共進行十二週。和未接受治療

的參加者相比，參與遊戲的人士在整體認知表現、語言記憶、執行能力方面都有明顯進

步 
6。 

   

要減慢記憶退步可能需要持續不斷的訓練，所以短期的電子認知活動能否減慢腦退化症

進程還是未知之數 
7。然而，電腦活動或者可以提高持續學習的動力。年長人士能夠在

沒有時間限制的情況下享受活動，研究亦指出新科技令他們自信上升 8。同時，香港長

者使用電子科技的情況急速增長。2009年，只有 10.6%的 65歲或以上人士表示知道怎

樣使用個人電腦，到了 2014年，對使用電腦的認識增加到 23.5%，更有 24.3%的 65歲

或以上人士表示自己在過去一年擁有智能手機 
9。隨著電子工具變得容易掌握，電子認

知介入活動很大機會變得更為普及，有望為行動能力較弱、較少社區支援、甚至是長期

使用院舍服務的長者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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