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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退化症照顧模式  

腦退化的專門照顧服務始於七十年代的美國，旨在以提供優質照顧予腦退化症患

者。現時，業界並沒有客觀準則指引機構如何發展成腦退化專門照顧機構，一般而言，

機構只聲稱其單位的措施，比如設計、活動、員工培訓是針對腦退化患者而設 1。早期

的比較腦退化專門照顧服務與綜合護理服務的優點的研究並沒有一致的結論，雖研究結

論多數肯定腦退化專門照顧服務在某些範疇對某特定腦退化症患者群組有所幫助。本文

整合過去十年的部份相關研究，歸納腦退化專門照顧的優點，並提出非專門護理服務可

以為腦退化症患者引入的措施。 

Kopetz et al.2研究了 981位腦退化症患者的背景並提出觀察發現：接受腦退化專門
照顧的人一般有比較低的認知能力，在生活上接受專門輔助的人的平均簡短智能測驗

（MMSE）分數為 12.0 分（144 人），而長期接受專門院舍照顧的人的平均分則有 5.7
分（92人），接受非腦退化專門照顧的人則普遍有較高的認知能力，在生活上接受普通
輔助的人的平均MMSE分數為 14.9分（63人），而住在家裡的人則平均有 16.9分（682
人），相較長期接受專門院舍照顧的人，住在家裡的人在MMSE分數上顯示出統計學上
的顯著差異。 

Abbott, Bettger, Hampton, & Kohler3 的人際網絡研究則指出，與認知能力正常的長

者同住的腦退化症患者，普遍認知能力相對高，MMSE平均有 25.8 分，而接受專門照
顧的患者的普遍認知力則相對低，MMSE平均只有 17.2分。 本文章收錄的研究主要針
對日常生活能力受影響的晚期腦退症患者，部份原因為這群組較經常接受專門照顧。 

過去的研究顯示，腦退化症的專門照顧服務有助需要長期照顧的晚期腦退化症患

者。在美國波士頓進行的一項研究 4發現患晚期腦退化患者在專門療養服務中能接受更

好的善終照顧，比如在氣促、吞嚥困難等情況下，都遇到更適合的安排。而相對在一般

療養服務機構的員工，在專門療養服務工作的護理員工則表示他們的有更高的工作滿足

感。一項追蹤研究亦補充，指患中至晚期腦退化症患者在專門療養服務設施中有更高的

生活素質，而且他們能夠維持一向的活動量並減少諸如焦慮的負面情緒 5。Wimo, 
Mattsson, Krakau, Eriksson, & Nelvig6的研究進一步指出中期腦退化症患者接受腦退化

症的日間服務後，較沒有接受服務的人士更開心及較少有死亡念頭。能夠維持一向活動

量的觀察同樣見於中國的護老院普查 7。普查針對失禁處理並尿喉使用，指出專門療養

服務與非專門護理服務的處理有顯著差異。 

Morgan, Stewart, D’Arcy, & Werezak8的研究進一步指出為何專門照顧服務有利中至

晚期腦退化症患者。首先，專門照顧設施的空間較小，職員能夠更集中照顧服務使用者，



 
 

2 

並提供更有效的導向、安全措施、及感官刺激。同時，較少的服務使用者意味着較少噪

音，而專門照顧的設施往往都會以家居設計裝潢，所以腦退化症患者受到過度刺激的機

會亦隨之減少。其次，Nobili et al.9觀察到專門照顧服務設施較著重出入控制，因而較
少使用約束物品。比較專門護理與非專門護理服務提供者在日常生活對自理能力或判斷

力受中度至嚴重影響的腦退化症患者使用約束物品， Gruneir, Lapane, Miller, & Mor10 
與 Luo et al.7 都找不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但研究顯示專門照顧服務比較少使用床
欄。第三，與在非專門護理機構工作的職員相比，專門照顧服務的職員表示對自己的工

作能力有更大的信心，這點也可能構成以上所列的專門照顧服務的優點。 

在公共醫療系統的貢獻方面，Cadigan et al.4 以及 Luo et al.7都在其研究中指出專
門照顧服務有助減低腦退化症患者的住院率，因此減輕社會投放在公營醫療的開支。

Wimo et al.6亦確認腦退化症患者接受腦退化日間服務後，意外率及住院開支均有所下
降。 

Logsdon, Pike, Korte, & Goehring11研究使用腦退化專門照顧服務對患者及其家屬在

生活質素、情緒、心理健康、行為、及生活能力的影響。研究指出，三個月後，有使用

服務的研究對象與沒使用服務的研究對象在以上範疇的情況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

異，但是在六個月以後，使用專門照顧服務的腦退化患者減少了抑鬱症狀及整體行為問

題，而他們的家屬亦減少了就患者行為問題挑起的悲傷情緒，這些改善與沒有使用服務

的研究對象相比均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在本港，Kwok, Young, Yip, & Ho12探討了香港的腦退化專門日間中心對中期至晚期

腦退化症患的效用（研究對象主要為輕度至中度的患者）。研究結果顯示這種日間中心

在認知功能及生活質素方面對患者有幫助，而照顧者的負擔亦有所減少。Wimo, 
Mattsson, Krakau, Eriksson, & Nelvig6亦同意腦退化症日間中心幫助照顧者減少照顧負

擔及抑鬱，效果能維持達一年之久。Chiu 13亦確認腦退化專門照顧的服務使用者在改善

不正當行為、日常活動能力、及照顧者壓力方面有較佳效果，而服務使用者應持續使用

服務約十二個月，以達致此效用。 

不過，Luo et al. 7指出在非專門護理服務機構生活的患者似乎比較少跌倒，但研究
人員指出實質的原因還有待發現。Cadigan et al. 4指出非專門護理服務機構在處理痛症
方面有更佳的表現及比較少處方精神科藥物。針對這點，有可能是因為有較難控制的情

緒及行為問題的患者（即較需要處方精神科藥物）較常被送往專門照顧服務機構而較少

接受非專門的照顧服務。Nobili et al.9也曾指出有較多行為問題的腦退化症患者趨向接
受專門照顧，這個服務使用者的個人狀況的差距可能影響研究結果。 

以上的研究資料顯示不同因素都會影響腦退化專門照顧服務的效能，包括實質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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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設計、提供給患者及職員的培訓項目、接受服務的條件等。與此同時，以上研究的結

果亦有可能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目前的研究證據都指出，對患有晚期腦退化症、需要

較多照顧、協助、及生活技能訓練的患者而言，腦退化專門照顧服務的確對他們有幫助。

患者能受惠於專門照顧服務的安靜環境，而有些專門照顧服務機構致力減少使用活動約

束物品，這亦與這類機構的職員對照顧工作有較高的自信與滿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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