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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指出，目
前全球已有 5,500萬人罹患失智

症，預計 2030年全球患有失智症的人
數將大幅增加 40%。隨著人口高齡化
趨勢，失智症成為全球健康重要議題之
一，各國極力倡議失智症照護防治與推
廣「在地老化」與「友善社區」概念，
而臺灣老年人口已破 14％，處於「高
齡社會」，預估 2025年將邁入「超高
齡社會」，此社會現象意味著老年人在
整體人口結構中所占比例增加，罹患失
智症的老年人也相對會增加，代表著有
更多的家屬需要照顧家中的失智老人，
照顧者本身的調適和照護技巧也成為未
來重要的課題。
國際失智症協會（ADI）於 1994年

發起國際失智症日，在每年 9月 21日
串聯全世界各地的失智症協會、患者及
家屬共同響應失智症宣導活動。國家衛
生研究院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
於 7月至 12月間，在位於雲林虎尾的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教育中心也有舉
辦一系列失智症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活
動，規劃失智症居家照護經驗、法律議
題、運動體適能等活動，提升照護者照

護心靈調適及照護技巧，也讓更多民眾
對於失智症有更多認識。
本期季刊探討的主軸為「防失智」，

特別邀請到台灣失智症協會、雲林縣家
園關懷協會、工業技術研究院、國衛院
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專家
們，分享正確的失智症觀念，以及有哪
些失智關懷據點、科技產品可以輔助陪
伴罹患者。
如 由 工 研 院 資 通 所 研 發 的

「PECOLA」AI機器人，運用科技力
量陪伴獨居父母，舒緩對遠在他鄉工作
的子女的思念，AI機器人不僅具備防
跌偵測、睡眠與情緒等分析，更能陪伴
長者運動、智慧讀報、臺語點歌、趣味
猜謎遊戲等，帶來全方位的身心靈健康
促進與互動陪伴，幫助長輩延緩退化及
預防失智。另外，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
研究中心助研究員嚴嘉明也針對失智症
提出十大警訊，讓讀者及早認識及預防
罹患失智症，為國人推廣及宣導正確的
健康觀念，打造失智友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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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失智

疫情打亂社交，突顯社會連結的重要性

2022年國際失智症協會亞太區域會議暨國際研討會，定於 12月在臺灣
舉行，這又是一次讓國際看見臺灣的機會。許多國家在新冠肺炎流行前，
失智症防治已有不錯的成果，疾病盛行率有降低的趨勢，但在疫情期間，
大家為了維持社交距離，發現失智症盛行率出現了反彈。
這兩年多來，隨著防疫措施滾動式修正，許多銀髮族平日可以與朋友聚

認識它、理解它
人人都是失智友善天使
根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DI）調查指出，2017年全球失智症患者已達 5,000萬人，
目前罹病率以每 3秒新增一位失智者的速度成長。臺灣目前失智症人口亦已超過 30萬人，
當人口急速老化，你我都正面臨失智風險，如何與失智症共處需要及早準備。

採訪撰文／尹怡君

會、學習的場所一下開、一下關；或者，經常到居家訪視的社工員、長照
人員也因疫情考量而減少訪視。雖然防疫很重要，但在減少與人互動的時
間裡，您是否感覺到「孤寂感」油然而生？「最怕『關到變笨』」台灣失
智症協會秘書長湯麗玉感嘆，這句話她是從失智者家屬聽來的，在人際網
絡被迫暫停、隔離之際，人際互動頻率降到最低，失智者很可能病程急轉
直下，而原本狀況不錯的長輩也出現反應力、各種日常生活活動等能力嚴
重退化的情形。

實踐「趨吉避凶」，心理健康同樣重要

減少與人互動會造成日常生活能力退化？目前國際間
透過綜合研究，已經發現預防失智症的明確方式，大致可
分為「趨吉」和「避凶」兩大類（見附
表）。預防失智症的方法中，除了促進
生理健康，例如防三高、飲食健康、避
免傷身的習慣（譬如吸菸），心理上避
免憂鬱也非常重要，因為憂鬱症恐會增
加罹患阿茲海默症（失智症的一種）的
機率，就算沒有得到憂鬱症，缺乏社交
而感到被孤立、孤獨、壓力大，長期下
來仍有造成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防疫因應之道是原本在社區據點舉辦

的活動、課程，漸漸改到線上舉行，但
湯麗玉秘書長提醒，線上活動對輕度失
智者來說較沒問題，中重度失智者容易
無法區分影像和真實場景的不同，例如
看到電視中的失火畫面，可能會對著電
視機或電腦螢幕潑水，對中度以上失智
者和照顧者來說，「線上」是很大的挑
戰，互動效果也有限。由此可見，參與

創辦於 2002 年 9 月 15 日，

2005年起代表臺灣成為國際失智

症協會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ADI)正式會員。

成立以來積極發展失智症患者及

其家屬之多元服務，提供全面的

關懷與照顧，並聯合全臺各失智

症相關團體，推動失智症照護政

策、倡導失智症預防。

協會提供之失智症關懷專線：

0800-474-580
官網：www.tada2002.org.tw

台灣失智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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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失智

實體社交活動，不論是對失智者的健康促進或照顧者的喘息療癒都是較佳
的選擇。

不只失智者，照顧者也需要被照顧

失智症，辛苦的不只是患者本人，身兼照顧者的家屬更令人疼惜，尤其
在他們身上常見「羞恥感」、「愧疚感」，寧願選擇獨自承擔，拒絕外界
的協助，或因不對外求援而被人忽視，甚至衍生社會悲劇。湯麗玉秘書長
認為：「全世界有超過 5,000萬失智者，並不丟臉，找到互相支持的朋友
和社會資源，學習更安全、更有效率的照顧方法，才能撐得下去。」
正因失智症如今受到全世界的重視，這幾年來以失智症為核心的戲劇作

品也不少，讓很多人感受到失智症患者本人與家屬（照顧者）的痛苦；但
除了心理上的悲傷，我們也可以進一步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有哪些資源
可以支撐患者及其照顧者，例如政府長照福利如何申請、不同階段的輔具
如何挑選和租借、照顧者在職場適用的假勤法規等權利。

社會總動員，與失智共融共好

目前政府也推動「一國中學區一日照中心」措施，讓日間照顧
中心開始進入校園，不但落實社區式照顧的精神，也能活化少子
化的校園空間。不只國中小校園，台灣失智症協會在 2022年首
次舉辦大專院校失智症方案設計競賽，無論是服務設計或產品設
計，只要與失智症相關的構想便可報名，在準備提案的過程中，年輕
人因而更加認識失智症，及早培養出更多失智友善天使，共同打造
未來失智友善社會。
不管是對社會大眾宣傳的衛教、深入社區的照顧、家屬支持資源

等，繼續參與社會、社交互動，都是我們積極面對失智症的方式。
此外，金管會目前也提出「失智者經濟安全保障推動計畫」，保障
失智者老年的經濟安全和可控範圍內的生活自主性；台灣失智症協
會也邀請輕度失智者組成「失智者顧問小組」，針對公共空間、政策、職
務再設計等向相關單位提出建言與合作。

如何預防失智症（資料整理自：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避凶趨吉

避三高（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

許多研究顯示糖尿病會增加失智的風

險。血壓收縮壓 >160mmHg且未治
療者，發生阿茲海默症的風險為血壓正

常者的 5倍。另有研究顯示，控制高血
壓可以降低發生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避頭部外傷

嚴重頭部外傷是阿茲海默症危險因子之

一，腦部曾經受到重創的人罹患阿茲海

默症的風險是一般人的 4倍以上。

戒菸

抽菸是阿茲海默症的危險因子，相對風

險上升近 2倍，持續抽菸的人每年認知
功能退化的速度較快。

釋放憂鬱（或治療憂鬱症）

曾罹患憂鬱症者發生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增加，研究顯示其相對風險值約為無憂

鬱病史者之 2倍。

保護聽力（或避免功能衰退）

聽力障礙影響正常社交，也增加學習新

事務的難度，提高認知功能衰退的風

險；有聽力障礙者罹患失智症的風險為

聽力正常者的 2倍。

多運動

每週規律地從事 2次以上、每次至少
30分鐘的運動，罹患失智症與阿茲海
默症之相對風險下降近 6成。

多動腦

「儲存腦本」，從事可刺激大腦功能的

心智活動或創造性活動，可降低罹患失

智症之相對風險近 5成。

採取地中海型飲食

地中海飲食被證實可降低心血管疾病與

某些癌症的風險、罹患阿茲海默症風險

下降約 7成，也可減緩正常老人認知功
能減退的速度，甚至是整體死亡率。

多社會互動

研究顯示，孤單的生活方式會讓認知功

能退步速度比較快。多參與社交活動可

降低罹患失智症之風險約 4成；孤單的
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則增加 2倍
以上。

維持健康體重

中年時期肥胖者（BMI≧ 30），其阿
茲海默症發生的相對風險上升 3倍，過
重者（BMI 介於 25-30之間）升高 2
倍。老年過瘦（BMI﹤ 18）失智風險
亦會提高。

公共資源的完整配套、一般民眾的理解、願意接納的心態、
互相支持的行動、家屬或本人願意對外發聲，都可望讓我們一
起在高齡、超高齡社會裡，與失智症共融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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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再來，就會發現他們又忘了廁
所在哪裡。」如果長輩們在家已發
生退化情況，來據點後日常活動能
力可以盡量維持，情緒也較穩定，
僅是這樣就會讓家屬非常有感。
督導吳國良表示，據點從 2020

年 4月開辦至今，一直以三大目標
為使命：照顧長輩、減輕家屬負擔、創造就業機會。樂智服務據點以服務
認知障礙或輕度失智但仍有自理能力的長輩為主，平日的課程安排也多維
持社交互動、手腦並用，促進認知，長輩來到據點後比較能維持自理能力，
進一步可以減緩家屬的負擔或未同住時的擔心。至於就業機會，關懷協會
連同日照中心、樂智據點共有 60多位工作人員，並不時邀請外部講師來
此授課，活絡了人力資源。

據點如春風，照拂著偏鄉獨居長輩

四湖鄉，至2022年度7月底為止，65歲以上長輩占全鄉人口24%以上，
已可稱為「超高齡」的區域。過往依賴農漁業維生，以及缺乏教育機會，
讓無法再進行體力勞動的老人家，一旦家人不在身邊，便失去生活重心。
失智照護網絡的構成，村里的每個人、每個商家、機構都是不可或缺的

關懷力量。「偏鄉人口外移，獨居長者多，多數老人家平常只是坐在門口
看馬路，或是待在家裡看電視，整天連講話的人也沒有。」
開幕初期，吳國良挨家挨戶拜訪鄰里長輩，邀請長輩來據點走走；並且

聘請司機、申請補助，設置接駁專車接送長輩，提高長輩走出家門的意願。

社區通力合作，接納長輩在地安養

社工系畢業的林彥呈離開校園後走入偏鄉社區，他發現服務工作中，
在地傳統文化、社經與教育程度甚至語言，都要考慮在內。「如果遇到節
慶拜拜、或是收成的季節要人手剝蒜頭，阿嬤就不會來了。長輩們最愛的
是去我們旁邊的農園種蔬果，收成後還可以做成點心、料理，如果我不

防失智

樂智據點顧長輩，也造福家屬和創造就業

「有家屬告訴我，在這裡（據點）看到的媽媽，不是他們認識的媽媽。」
四湖樂智社區服務據點的個案管理師林彥呈笑著說。今年 25歲的林彥呈，
被據點裡平均 80多歲的長輩們當作孫子，甚至曾孫，從西螺來這裡工作
兩年，每天都像是祖孫一起生活。但除了逗樂彼此，讓他最有感觸的就是
「老人家退化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平常在家沒事做，沒人可以互動，隔個

樂智社區服務據點
	——陪伴生活陪伴心
雲林縣內目前共有 5個失智共照中心、21處失智（樂智）社區服務據點，
其中，由雲林縣家園關懷協會承辦海線 4個據點──口湖、四湖、台西、麥寮。
在長期以漁業、沿岸養殖、農業為主的四湖，臨海的風，從過往辛勤工作的身影，

吹向如今一個個需要關懷的心；據點的設立猶如春風，照拂偏鄉獨居長輩。

採訪撰文／尹怡君    圖片提供／四湖樂智社區服務據點

服務據點提供長輩社交互動的機會，課程安排讓長輩手腦並用，促進認知。

四湖服務據點有自己的菜園，一起採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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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失智

「這裡的阿嬤都很可愛。」個管師林彥呈口中說的可愛長輩，包括來據點一個

多月的王寶員阿嬤。寶員阿嬤曾開過西裝店，也會幫人修改衣服，後來又去廟裡

當了多年義工，廚房的工作也難不倒她；伸出手指比畫，阿嬤自豪曾經連續 5小

時煮 42鍋飯、供應 200多桌的香客。

但多年的勞動讓阿嬤之前病倒了，嚴重到住進加護病房，出院返家後因為獨居，

每天只有看電視和睡覺，吳國良督導便邀請寶員阿嬤來據點。「這裡的人都很好。」

阿嬤自從到樂智中心後，活動力已慢慢恢復，每天中午仍會返家自己做飯，不放

棄自理的能力，但只要遇上跟縫紉、畫畫有關的課程，阿嬤都會特地留下來參與。

「每一種顏色我都有畫對喔！」寶員阿嬤操著海口腔的臺語，讓西螺人林彥呈

有時也需要靠比手畫腳來溝通，真心交流都嘛有通，寶員阿嬤的精神一天比一天

好，看來自信又可愛。

雲林縣 2022 年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多才多藝，重啟活力的寶員阿嬤

共照中心 地址 電話 執行單位

雲林縣失智共照中心 — 若瑟 虎尾鎮新興里民生路 17 號 05-7002653、05-6337333轉 8280 天主教若瑟醫院 

雲林縣失智共照中心 — 成大 斗六市公正里莊敬路 345 號 05-5332121 轉 5225 成大斗六分院 

雲林縣失智共照中心 — 台大 斗六市保庄里雲林路二段 579 號 05-5323911轉 2391
05-5323911轉 6120 臺大雲林分院 

雲林縣失智共照中心 — 雲基 西螺鎮振興里市場南路 375 號 05-5871111 轉 5173 彰基雲林分院 

雲林縣失智共照中心 — 北媽 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 123之 1號 05-7837901轉 1065、1236 中國醫藥大學北
港附設醫院

失智社區服
務據點鄉鎮

地址 電話 執行單位

虎尾鎮 虎尾鎮新興里民生路 19 號 05-7002655、
05-6337333轉 2161 天主教若瑟醫院

元長鄉 元長鄉鹿北村明鹿路 79-1號（鹿北社區活動中心） 05-7982007 天主教若瑟醫院

西螺鎮 西螺鎮安定里安定 100 號（程氏家廟） 05-5871111
轉 5176 彰基雲林分院 

斗南鎮 斗南鎮大東里大東 217號（大東活動中心） 05-5950438 成大斗六分院 

莿桐鄉 莿桐鄉莿桐村和平路 41巷 45號 05-5849708 成大斗六分院

林內鄉 林內鄉林南村成功路 13號 05-5890952 成大斗六分院

斗六市 斗六市鎮北里育英北街 172號 05-5334885 成大斗六分院

二崙鄉 二崙鄉大華村大華路 34 號（大華活動中心） 05-5871111轉 2773 彰基雲林分院

褒忠鄉 褒忠鄉馬鳴村泰安 2-7號（褒忠泰安活動中心） 05-5871111 轉 5170 彰基雲林分院

崙背鄉 崙背鄉崙前村 70-1 號（崙前順天宮管理委員會） 05-5871111 轉 2772 彰基雲林分院

古坑鄉 古坑鄉古坑村中華路 23號 05-5821321 若瑟基金會

土庫鎮 土庫鎮南平里馬光 68、70號 05-6655370 若瑟基金會

北港鎮 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 123之 1號 05-7837901轉 1067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水林鄉（一） 水林鄉水北村水林路 4-1號（水林老人會館） 05-7837901轉 1067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水林鄉（二） 水林鄉水南村 18鄰埔尾 59-1號（水南村社區活動中心） 05-7837901轉 1066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東勢鄉 東南村東勢西路 48號（社團法人雲林縣東勢鄉老人會） 05-7837901轉 1066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大埤鄉 大埤鄉北和村中山路 157號 05-5323911轉 6120 臺大雲林分院

口湖鄉 口湖鄉青蚶村青蚶 59號 05-7891178 雲林縣家園關懷協會

四湖鄉 四湖鄉內湖村下桂山路 1-1號 05-7720200 雲林縣家園關懷協會

台西鄉 台西鄉台西村中山路 195號 05-6980201 雲林縣家園關懷協會

麥寮鄉 麥寮鄉橋頭村仁德路 173巷 45號 05-6910221 雲林縣家園關懷協會

會，她們會反過來教
我。」來據點的長輩
以女性居多，林彥呈
激發阿嬤們「疼孫」
的心情，再提供她們
展現能力的「舞台」，
讓「成就感」、「價
值感」成為阿嬤們延
緩退化的良藥。
「之前疫情嚴峻，

長輩在家兩個月，再
回來據點時，忘記廁所在哪裡，連小孩的名字也忘記，後來才慢慢好轉。」
吳國良督導感嘆道。照顧、照護，最需要社區通力合作，才能接納長輩繼
續留在熟悉的環境裡安養。超高齡村落，還好有樂智服務據點就近關懷守
護偏鄉長者。

做菜、做糕點，是長輩最開心的事。



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

加入粉絲頁，知道更多樂齡福祉與活動！

毛髮

【吉祥物色票一覽】（直接吸色即可）
請在ＲＧＢ狀態下開啟，或ＡＩ檔內吸色的色票碼才是對的。

（熊１）

身體

眼睛

嘴巴

眼白
衣服

聽診器

褲子

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