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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照顧服務有助照顧者應付壓力 
照顧長期病患人士甚具挑戰，而照顧腦退化症患者要面對的挑戰及壓力可能更大。研究

顯示，相對其他長期病患，腦退化症為患者家屬帶來更繁重的工作並更多的照顧難題。

每天花在照顧上的時間，以及兼顧多少日常生活細項，都與壓力直接掛鉤 1。 

心理壓力容易導致身理功能失調，照顧腦退化症患者所引致的長期壓力，甚至令照顧者

增加心血管治病的風險 2、減慢傷口復原進度 3、並影響其他免疫力功能。一項研究比

較 49位腦退化症患者的配偶與 67名普通同齡人士，並發現患者配偶唾液樣本內的皮質
醇偏高，顯示他們壓力較大，而他們的細胞免疫力亦較差 4。 

過往的研究顯示針對照顧者的心理治療有效改善壓力，但同時，提供予腦退化症患者的

服務亦能為家屬帶來轉變。有學者指出，重組患者的時間表、安排患者短暫離家，能讓

照顧者騰出空檔處理自己的事務，從而減低整體壓力 5。此說法亦得到不同研究的支持。   

其中一份研究分析日間照顧服務如何影響腦退化症患者的行為症狀並照顧者壓力。研究

員從腦退化症患者首次接受服務開始的兩個月間三次訪問家屬，以觀察患者與家屬的轉

變。日間中心不單為照顧者提供喘息的機會，讓他們減少接觸壓力來源、同時舒緩壓力，

研究同時發現患者從日間中心回家後的行為症狀有減少，反映中心的活動或有可能持續

安撫患者的情緒 6，因而服務對家屬的幫助並不局限在日間。 

另一項研究則比較使用日間照顧服務的日子，與家屬自己照顧腦退化症患者的日子，在

照顧壓力上有何分別。研究員邀請 173位家人每週至少接受兩天日間照顧服務的照顧者
連續 8日接受訪問。結果顯示日間照顧服務對照顧者的抑鬱與憤怒情緒有有舒緩作用。
報告形容日間照顧服務是一個緩衝區。照顧者平常較少面對與照顧工作無關的事項，故

此在家人接受日間照顧的日子，他們在這些事項上要處理較多的挑戰，但他們卻能夠以

更好的態度應付。而同樣是在這些日子，照顧者亦指出他們經歷較少的憤怒情緒 7。研

究團隊進而分析 158名照顧者的唾液樣本，並指出在患者使用日間照顧服務的日子，平
常壓力高的家屬都有較貼近水平的皮質醇指數 8。這些改變反映短暫的喘息空間容讓照

顧者從長期高壓的狀態中復原，並在重新面對壓力時更加得心應手。 

除了上述好處外，研究亦指出腦退化症日間照顧服務對患者的心理及認知功能有一定幫

助，並對家屬照顧者的壓力有長遠而正面的影響。一項本港研究分析 39個腦退化症患
者的家庭，並指出家屬在患者使用服務一年後壓力明顯下降，並達到數據學上顯著的差

異；與之同時，患者在一年間亦能夠維持認知能力與生活質素 9。 

迄今為止，有關研究都顯示日間照顧服務對照顧者有正面影響：照顧者的自我感覺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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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壓力指標都在家人接受服務的時後有改善，而日間照顧服務對患者的影響亦有可能維

持，從而令照顧工作更加輕鬆，故此除了腦退化症患者外，照顧者亦同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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