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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  楊俊佑

數字解析

聯合國對所謂「高齡化國家」的定義是老年人口

佔全國人口的7%以上則屬之。台灣在1993年即已跨

過7%的門檻，成為高齡化的國家。台灣近年來人口

老化的速度非常快，根據內政部2012年年底的最新

統計，台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已高達256萬人，

佔全台人口總數的11.15%。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

罹患失智症的比率也因而提高。根據學者調查結果推

估，台灣目前失智總人口超過17萬人，其中14萬人

尚未接受治療，足見失智症將成為台灣未來重要的社

會議題之一。

成大醫院成立失智症中心  

有感於近年來失智症患者

的急遽增加，本院早於2011年2

月16日正式成立台灣第一個國

家級的失智症中心。「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以提昇失

智症個案整合性醫療照護服務為目標，對院內負起教學

研究之責，推動『全人』、『全家』、『全程』及『全

隊』提供全方位之照護工作，透過定期舉行教育訓練課

程與學術研討活動、整合失智症相關臨床研究，提升本

院失智症的醫療照護水準。該中心目前是由神經部白明

奇教授擔任召集人，以任務編組成立的照護團隊，除鼓

勵有志於失智症診療的醫師加入行列，持續提升門診診

療的服務之外，更與護理師和職能治療師共同開辦「失

智症照護諮詢門診」，不僅跨專業領域、也結合醫院與

醫學院，包括神經、精神、復健、護理、職治、物治、

社工、營養、臨床心理等部門之共同合作。

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三年有成 

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成立以來，在過去三年

內，除了例行完善的失智症診療外，最近更啟動將嚴

重精神症狀與行為問題之病人，轉院至衛生福利部

台南醫院住院的計畫。失智症中心亦架設網頁提供

民眾瀏覽，至今已有15萬餘人次造訪；同時，持續

辦理「與失智症照顧者有約」活動、發行失智症衛

教「彩虹」專刊（雙月刊）等，已頗受讀者好評。

為了教育研究的推展，該團隊也經常於院內舉行個

案討論會，培育年輕住院醫師，並藉此增進成員間

之共識與汲取新知。

響應全球失智症日並促進國際交流

本院失智症中心為促

進國際學術交流，除了每

年九月響應全球失智症日

活動、並經常組團參加國

際會議。該中心成員曾兩

度到日本熊本大學進行學

術交流及參訪重要設施。今（103）年2月，透過中心

召集人白明奇教授與日本熊本大學池田學教授的努

力，終於促成本院與熊本大學病院簽署學術合作協議

備忘錄，實屬難得。3月17日熊本大學病院副院長池

田學教授來台拜訪之時，本人與白明奇教授亦陪同前

往台南市政府拜會賴清德市長；賴市長當場表達全力

提升本市失智症照護的決心，並允諾將編列預算與人

力協助失智症病人及其家屬能夠充分使用現有的社會

資源，以造福民眾。

成人的大腦重量大約是1350公克，女性比男性略

輕一些，這個約兩台斤的重要器官，主宰我們的思

考、意念、記憶、語言、想像等等認知功能。

得了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 的病人，他們

的大腦會逐漸萎縮，有時會萎縮到只有600-700公克。 

阿茲海默症病人的認知功能漸漸喪失，到後來，連

食、衣、住、行都需要旁人協助。

ADRC at NCKU Hospital, Tainan, Taiwan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出版｜隔月16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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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授 蔡佳良

專文
老年失智症與有氧運動

老化社會造成老年疾病人口結構正在轉變中，

失智症即是一種罹病人數快速增加而不容忽視的老年

疾病，此類疾病的預防與控制如不加以重視，未來將

會顯著影響老人本身與其照護者的生活品質，也會造

成很大的社會與財政負擔。

失智症是一種大腦神經退化性疾病，它會伴隨

著認知功能出現漸進性失能的現象。很多科學數據已

證實老年失智症患者藉由運動來提高身體活動量，能

有效改善其認知功能，而研究發現有氧運動型態是老

年失智症患者最喜歡從事的運動型態。藉由有氧運動

可提升身體傳遞和使用氧氣的能力，也可增加大腦內

的血流量與促進神經滋養因子分泌，達到改善大腦內

神經元的存活性與功能、減少神經性發炎，並減少失

智症患者腦內乙型澱粉樣蛋白(阿茲海默症腦內老人

斑塊的主要成分，它被認為是造成此疾病漸進性發展

的可能因子之一)的堆積，因此，失智症患者如能規

律地從事有氧運動，將會延緩大腦認知功能的退化速

度。此外，佔失智症比例最高的阿茲海默症患者，其

大腦海馬迴內的神經元是很脆弱的，然而，此區域的

神經突觸功能是專責學習能力和記憶功能，有研究因

此認為海馬迴結構改變可能就是造成阿茲海默症早期

症狀的原因，不過，最近有研究證實有氧運動能有效

促進大腦海馬迴內的神經增生並提高樹突棘(dendritic 

spine)的密度，這可能是有氧運動能有效改變體內腦

衍生神經滋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濃度，進而調節大腦認知神經功能所致。

老人失智症患者只要每週至少進行有氧運動3-5

次，每次20-30分鐘(如無法一次完成這麼長的時間，

可採用當日不同時間分段累積的方式來進行，但最好

單次能至少有10分鐘，才容易見到有氧訓練的成

效)，如此心肺適能將能在3-6個月內見到很明顯的改

善；另外，研究也發現失智症患者在簡易智能量表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記憶廣度、

注意力⋯等表現，在有氧運動後3個月左右可見到顯

著改善的效果。所謂的有氧運動的型態，可採用快

走、跑步、騎固定式腳踏車、游泳⋯等方式來進行，

運動當時的強度要能達60-70%的最大心跳率(可採用

220—年齡來做推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運動

強度對心肺系統會有一些負荷，如果患者合併有心肺

功能等共病問題，準備開始從事運動前除了需有詳細

的身體健康評估外，更需注意運動的漸進性原則，亦

即讓患者先從低運動強度開始，等幾週後他們的心肺

適能提高後，再逐漸增加運動強度。

目前，失智症仍無法被有效地預防與治療，藉

由有氧運動來改善他們的認知功能、身體適能、日常

生活動作能力、心理與行為表徵，或許是我們目前可

為失智症患者提高其生活品質的另一個有效途徑。

日間照顧中心 失智名詞

日間照顧中心係以社區為基礎，在一個提供安

全與保護的設施環境中，為身體或認知功能有損傷

以致無法在家獨立生活的人，導入健康預防與個別

化照顧的概念，提供受照顧者個別生理與心理自立

訓練、健康促進運動、文康休閒活動、生活協助安

排等支持性服務，並提供受照顧者與社會互動的機

會，協助持續在社區內經營自己的生活。日間照顧

中心強調使受照顧者仍能返家以持續獲得自己家人

所提供的照顧與互動，因此照顧服務的提供均少於

24小時，並提供必要交通接送服務。此種照顧服務

設施能減輕家庭照顧提供者的壓力與負擔，使受照

顧者獲得在原有熟悉的家庭與社區內持續生活的機

會，是失智症患者與家庭相當重要的社區資源，值

得鼓勵失智症患者多加使用以改善生活品質。

陳柏宗老師

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成立於2011年2月16日，是台

灣第一個國立級的失智症中心；揭牌至今，失智症中心

已成立三週年囉！

照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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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暨建築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陳柏宗

專文失智症患者社區
生活照顧新契機—日間照顧中心

失智症患者的權益在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特

別是如何使失智症患者能在原本熟悉的社區與家庭內

獲得妥適的照顧服務，已是我國醫療照護與社會福利

政策所必需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要能使失智症患者

持續能待在社區與家庭內獲得妥適的照顧服務，日間

照顧服務的提供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依衛福部截

至102年底公布資料顯示，全台共有120間已開辦之

日間照顧中心，其中有97間為可同時照顧失能與失

智的混合型日間照顧中心，23間為專門照顧失智症

患者的日間照顧中心，此種社區照顧服務設施越來越

普及的發展趨勢，將有助於使患者在社區內獲得良好

照顧服務，並能具體減輕家庭照顧者的壓力與負擔。

日間照顧中心對於失智症患者提供正常化的生

活照顧。在目前已開辦的日間照顧中心均致力於強調

如何針對個別患者來提供個別化的生活照顧與服務，

如餐食、如廁、盥洗、健康運動與量測等，藉由服務

的提供與陪伴的過程，使患者能有機會重新建立起個

人基本的生活節奏，減少生活作息與時間感的混亂，

並對自我生活的內容能有參與安排的機會。

藉由個別基本生活節奏在日間照顧中心的重新

建立，進一步配合日間照顧中心實質環境的運用與活

動設計的帶領，以協助患者發揮最大仍保有的自主能

力，亦是目前日間照顧中心所積極推展的方向。特別

是近年新規劃設置的日間照顧中心，開放式的廚房已

成為必要提供設施，藉以提供患者發揮仍有的炊煮專

長，甚至參與備餐與點心的製作；另一方面亦會以

10至15人的小型照顧單元來進行空間配置，搭配個

別單元的活動設計來協助患者進行適合現階段可參與

的活動；也會提供舒適的起居空間與休憩的角落使患

者能隨著自己的心情找到合適的場所與共同相處暨互

動的伙伴；甚至有些日間照顧中心亦會設有戶外的庭

院或陽台，可使患者重新與自然及綠意進行互動。此

種環境與活動的設計對於長期在自宅接受家人照顧的

患者而言，提供選擇一種新生活的機會，使患者能在

日間照顧中心接受服務的過程中，重拾對於生活的自

主控制與安排，將有助於減緩患者的病程進展與生活

的不適。

在目前日間照顧中心的規劃與運作方式，均會

強調如何連結在地社會資源並如何融入在地的社區，

也因此會定期安排患者進入到原本熟悉的社區中與居

民進行互動，並協助維繫原有社會生活的功能，如採

買購物、散步、理髮、拜訪等，甚至參與社區的節慶

或活動。另一方面亦會將社區活動安排到日間照顧中

心內來進行，或開放年輕學子進到中心來進行活動設

計與帶領，促進跨世代的互動。此種結合社區與不同

世代的活動導入，能使患者接觸到一般家庭生活所無

法提供的生活互動與刺激，並能保有患者與社區民眾

互動的機會，更有助豐富患者生活的內涵。

正因為失智症患者的日間照顧服務有著必需強

化個別患者生活安排與互動的使命，其照顧服務的提

供比較起一般失能者更為不易，照顧服務的人力成本

與風險也更為提高，也因此往往由非營利組織來參與

設置，使患者與家庭享受到此項長期照顧的福利服

務。目前在台南僅有1間專門提供失智症患者日間照

顧中心的開辦設置，其餘9間均為失智與失能混合照

顧的一般型日間照顧中心，對於台南市眾多支持患者

持續生活在自己家中與社區中的家庭而言，明顯有所

不足，需要藉由公私部門共同合作來推廣設置，以提

升台南市支持失智症患者在地生活與獲得長期照顧服

務之能量。然而在不斷催生失智症日間照顧中心開辦

設置之同時，對於現有的失智症患者與家屬，仍需積

極鼓勵多加善用現有的日間照顧中心的資源，使失智

患者能在獲得此種照顧服務的支持下，具體的提升生

活品質，延長在原有社區與家庭接受照顧與支持的時

間，使獲得在原有社區持續老化的契機，並減輕家庭

照顧的負擔。

在目前政府已積極開始籌備推展長期照顧保險

的發展趨勢下，未來在社區內提供日間照顧中心與患

者可接受24小時照顧服務的團體家屋應是重要建設

方向，方能提供患者與家屬有更多不同照顧服務之選

擇，以因應多樣化的不同需求。然而要能使患者在原

有社區內獲得多樣生活照顧選擇的實現，仍需藉由失

智症中心暨相關社會福利團體的號召與努力，積極結

合家屬與社會大眾的力量，敦促政府將失智症照顧納

入長期照顧保險給付範圍，並促使政府協助日間照顧

中心與團體家屋的廣泛設置，方能具體建構起失智症

患者在社區內的照顧服務網絡，以嘉惠我們失智症患

者與家屬，使獲得良好品質的生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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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6-2353535分機4660或4661   傳真：06-2370263

活動日期

成功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 張玲慧老師

長榮大學護理學系 / 許雅娟老師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神經科 / 洪煒斌醫師

2014.06.07(六)
10:00-12:00

2014.07.05(六)
10:00-12:00

講  師主  題

為何會患失智症 柳營奇美醫院神經內科 / 吳明修醫師

從日常生活出發

失智者的特殊行為問題

失智者行為問題的照顧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報名專線：06-2226016  或網路報名www.zda.org.tw。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機構介紹

近期活動

張玲慧老師，成大職能治療學

系副教授，於成大醫院失智中心提

供失智照護諮詢服務。民78年台灣

大學醫學院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畢業後，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笛

遜分校、南加州大學先後取得碩、博士學位；在台灣

美國皆有豐富的教學與臨床經驗。張老師於民95年回

國後，致力於擴展職能治療於長期照護、失智照護的

功能與角色，幫助提昇、維持失智或失能長輩在家

中、機構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減輕照顧者負荷。另

外，張老師認為，雖然失智者的認知功能隨著病情逐

漸退化，但只要提供適當的認知刺激與活動，可以減

緩退化，提高生活功能，因此於去年開始，推動失智

的認知復健。

人物介紹張玲慧老師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簡稱老盟）於83年

成立，一路走來，致力於老人福利法的修法工作，推動

立法院於86年5月23日完成老人福利法第一次修法，並

於96年1月12日完成老人福利法大幅修法，讓台灣老人

福利的保障更向前邁進。面對日趨老化的社會，老盟期

待以老人權益守護者、老人福利推動者、老人團體領導

者的角色，打造台灣成為一個健康、快樂、有尊嚴的

「老人福利國」。民眾若有「老人保護、獨居老人關懷

服務、失智症守護天使、防止老年歧視、老人福利政

策」等疑問或諮詢需求，歡迎洽詢02-25927999或參考

網頁資訊：www.oldpeople.org.tw。

中華民國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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