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顧服務員帶領長輩做烹飪活動

隨著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持續攀升，失智

人口亦明顯增加，目前台灣失智人口推估已

逾19萬人。失智症對國人生活影響日劇，

加上城市化、家庭結構改變、獨居老人漸增

等，都加劇失智症對國家社會、經濟之衝

擊，是我國刻不容緩需要面對的重要議題，

亟需政府與民間部門積極發展各項照護服務

與支持措施，以因應失智症所帶來的衝擊與

挑戰。

一、衛生福利部失智症長照服務推動現況

為提供失智老人適切長照服務，自97

年失智老人已納入「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以下簡稱長照計畫)，經各縣市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照管中心)需求評估，

判定失能或失智程度，可獲得長照服務，包

括居家照顧、日間照顧、家庭照顧者喘息服

務、居家護理等。失智長者之評估係採基

本日常生活活動能力或臨床失智評估量表

台灣失智症照護政策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鄧素文 司長

（CDR）。依本部統計，至101年底，長照

計畫服務人數約11萬3千多人；其中9千多人

(約占8%)為失智症患者，分析其所接受之長

照服務內容包括：居家服務(47.4%)、喘息服

務(26%)、居家及社區復健(22.9%)、居家護

理(20.3%)、交通接送服務（14.5%）、老人

餐飲服務（4%）、輔具購買租借及住宅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4.7%）、長期照顧機構服

務（0.4%）。

為失智症家庭照顧者獲得必要休息與支

持，長照計畫已提供基本喘息服務，凡經評

估為輕度、中度失能或失智個案之家庭照顧

者，每年最高可獲得14天；重度失能或失智

個案之家庭照顧者，每年最高則可獲得21天

喘息服務之補助。

二、積極進行失智症患者之防治照護研

究，作為政策規劃之實證依據

為了解台灣失智人口現況，100年至102

年進行「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及失智症照護

研究計畫」；根據該計畫100年至101年初步

調查結果，我國65歲以上長者之失智症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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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司長參加活動與水妹奶奶互動

率為4.97%，推算全國65歲以上老人約有近

13萬人罹患失智症，即每20位65歲以上老

人就有1人罹患失智症，且與年齡有密切關

係。

三、未來策進作為

(一)建置普及、多元社區式失智長照服務網

絡

為促進長照資源多元化與均衡發展，規

劃整合相關資源，發展失智長照服務網絡，

擬定長照服務網計畫，未來5年內將全國劃

分區域，結合衛政資源，分別建置失智照護

資源，提供民眾可近性與適切之服務。規劃

102年，於63長照次區建置社區服務據點或

失智症日間照顧服務。

(二)建置家庭照顧者支持網絡，規劃失智症

相關配套方案

1. 為強化及發展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滿

足家庭照顧者之需要，101年底已建置

全國性家庭照顧者諮詢服務專線，於

102年初又建置全國性網路資訊平臺。

2. 針對長照服務對象之高風險家庭照顧

者，經照管中心評估，協助轉介有需求

的家庭照顧者，提供個別化家庭服務處

遇，服務項目包括主動電話關懷、照顧

技巧諮詢、心理協談、同儕照顧經驗分

享、營養資訊諮詢及法律諮詢等。

3. 為強化失智症家庭照顧者支持體系，補

助各縣市辦理相關支持團體及講座，以

提升家庭照顧者之知能。

(三)規劃研擬失智症政策綱領

為延緩及減輕失智症對社會及家庭的衝

擊，並提供失智症及其家庭所需的醫療及照

護需求，故研擬跨部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

策綱領」(草案)，作為我國衛生福利整合計

畫與施政的指導原則。擬定兩大目標及七大

面向：

1.目標

(1)及時診斷、早期治療，以降低失智風

險。

(2)病患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優質服務，

增進老年尊嚴，並維持生活品質。

2.七大面向

(1)提昇民眾對失智症防治及照護的認

知。

(2)完善社區照護網絡。

(3)強化基層防治及醫療照護服務。

(4)發展人力資源，強化服務知能。

(5)強化跨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

(6)鼓勵失智症相關研究與國際合作。

(7)保障權益。

雖不能期待沒有失智症的發生，但希望

能提供失智者與其家庭照顧者所需之服務，

形成失智友善社區，達成在地老化、尊嚴晚

年的心願，生活依然有品質！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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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改變了失智者與相關親友的世

界，這或許是因為記憶力喪失和認知功能的

混亂，這個原本是你的母親、父親、姐妹、

兄弟、丈夫、妻子、或者是夥伴的人，可能

不再認識你或是了解你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很多照顧者對這樣的失落情況感到困惑、挫

折、難過、甚至會出現生氣的情形。那總是

給予你信心，給予你最有力的支持的母親，

現在變的無法認出你是誰；那原本你所倚賴

的伴侶，她過去一直幫忙你處理銀行帳戶和

支付帳單，申報所得稅，以及每天準備三餐

的人，現在已經無法再做這些事情。不論對

此有何感受，家人朋友和失智者的關係終究

因此而改變了。也因為這是一個會影響到認

知、行為與情緒的疾病。照顧失智者成為許

多家屬或是專業照顧者的一大挑戰與難題。

透過翻譯書籍，想跟大家分享這個「作失智

者的好朋友」這樣的照顧方式。

做失智者最好的朋友，這樣的處理方

式，可以幫助照護者減輕上面敘述的傷痛和

失落，而且對失智者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當你重新思考或是改變你和失智者之間關係

的時候，成為失智者最好的朋友，而不僅僅

只是他(她)的照顧者，那麼他會覺得你是和

他(她)站在同一邊的人。除此之外，這樣的

關係可以喚起失智者社交上的禮儀，可以讓

他發揮出目前狀況下最好的行為功能。

要如何做失智者的好朋友呢？

首先要試著了解彼此個性和過去經歷。

了解之後就能化身成為失智者的記憶，一起

製作生命故事書也是一個好方法。對失智者

的習慣要有足夠的敏銳度，試著尊重失智者

的個性，情緒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保持心

情和失智者一起享受各種活動，試著讓他能

一起參與活動和日常的簡單工作。通常由我

們先發起活動，並且將他過去的技能和興趣

結合在活動中。同時鼓勵他享受生活中簡單

的事物。也不要忘記慶祝特殊的節日。有技

巧地傾聽失智者的感受。適時幫忙他填滿記

憶或對話的空白。對談時可以故意詢問讓他

容易回答的問題。非語言的溝通，如手勢或

擁抱等，也是非常重要的。試著溫柔地鼓勵

失智者加入談話。經常給予他讚美與鼓勵，

並且小心地詢問他的建議或意見。講笑話和

或是故意說些有趣的故事，都有助於每日生

活的彼此互動。常使用自我解嘲的幽默則會

做失智者的好朋友
蔡佳芬 

台北榮總老年精神科主治醫師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秘書長

[你忘了我，但我永遠記得你 

/ 心靈工坊]中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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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玩記憶訓練遊戲，歌手萬芳與長輩們打成一片

每個人都可以當失智者的好朋友

有意想不到的功效。請記得不要貶損失智

者，替他保留面子。也請不要假想自己是失

智者的監護人。不要對失智者負向的情感表

達過度敏感。建立值得信賴的關係。最後請

時常表達出自己對他的情感。照顧者可以經

由這種學習來克服許多照護過程的關卡，並

且由此得到目前狀況下最好的成果，而不是

一直讓自己處於失望的情境中。重新調整彼

此的關係，將失智者當成最好的朋友。

也要做自己的好朋友

搭飛機時，空服員會告訴你如果有緊急

狀況需要使用氧氣面罩時，務必先戴上自己

的，再幫助老人或小孩戴上。這段話的重點

在於，如果沒有先照顧好自己，就沒有能力

去幫助其他人。這對於阿茲海默氏症的照顧

來說也是一樣，因為照顧工作可能是一段漫

長的旅程。做為一個照顧者，為了你自己，

你必須當自己最好的朋友，只有如此善待自

己，你才可能提供你的親人所需要的高品質

照顧。

那要怎麼做呢？試著保持幽默感，看

一些喜劇電影或是電視節目，在支持團體分

享有趣的故事，來幫助你對抗照顧的壓力和

負擔。找個信賴的朋友或是諮詢人員會讓所

有的事都變得不一樣。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減輕挫折感，讓溝通更有效率，以及做出重

大決定。對失智者的期待要符合現實。並且

保持和外界的接觸。注意自己的健康。照顧

失智症的人和同年紀沒有照顧失智症的人相

比較，會有較大的風險提早發生殘疾以及死

亡。要多注意自己適當飲食，運動，甚至有

時放鬆一下。記得對自己好一點。原諒別人

和自己。阿茲海默氏症讓人發現他們最好和

最壞的一面。照顧者常常也是家屬之中最堅

強的人，請接受自己的犯錯，了解有時會

有一些糟糕的日子要過。當所有的事都不對

時，請記得喘息一下。

失智症是老年化社會必將面臨的重大挑

戰，不僅只是失智者親友或是專業照護人員

的課題，相信在基金會的努力之下，定能讓

更多人對此疾病有適當的了解，希望將來，

整個社會都能一起來做失智者的好朋友。

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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