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 社會服務科 

東華三院梁顯利長者日間服務中心及 
東華三院智圓全長者日間服務中心主任 
日本心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一級指導士 

周栢廸 



•糖尿(曾血糖低入院) 

•腦退化 
•心臟病 
•血壓高 
•曾三次中風 
•需要坐輪椅 
•不能進食，靠胃喉吸取營養 
•不能如廁，需要換片 

2 

 



3 

不能自理 混亂 

?? ?? 

?? 
善忘 

認知訓練 

東華三院 智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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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華三院『智圓全』 

我們嘗試向另外一個方向出發 



心身機能活性運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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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式體操均合一個畫面，
例如爬山，飛翔等等。 

•長者一邊想像，一邊做出
相對應的動作。 

•以數數字的方式去引導呼
吸節奏。 

•為一天的訓練作好身體及
心理上的準備。  
 



•輕捶長者不同的部位。 

•可促進血液循環，減輕疼
痛、穩定情緒。 

•患者感受到被完全地關懷。 



•通過刺激人體穴道的集中

地 :『 手』，活化手、指、

腕及肩的肌肉，既為能回

復長者的日常生活功能，

也能回復長者的尊嚴及自

我效能感。 
 



•有趣味的帶氧運動，除可

使肌肉及關節得到伸展，

還可以改善長者的平衡力

及反射功能，使長者更加

敏捷，不易跌倒。 
 



•寓訓練於遊戲，有趣味之餘，也

可以鍛鍊長者的身體協調能力，

並通過遊戲重新恢復正常的人際

關係，擴闊社交生活。 
 



腦退化症
患者的生

活質素 

身體 
機能 

自我 
效能 

心理 
狀況 

人際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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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機能 
• 平衡力弱、手握
力弱、步姿不正
確 / 步履不穩等
均與腦退化症有
正向的連繫
(Rockwood and 
MacKnight, 2001; 
Wang et al., 2006; 
Tan, 2000)   

自我效能 
• 由於功能缺損而
影響日常生活及
自我照顧能力。 

• 自尊心及自信心
較弱 

• 易產生退縮行
為 。(Lawton, 1991)  

心理狀況 
• 由於日常生活及
自我照顧能力不
復從前，故較易
有抑鬱或惱怒的
情緒。 
(Lawton, 1991)  

人際網絡 
• 人際網絡集中在
家人及一眾照顧
者身上。 
(Logsdon et al., 2002) 

• 家人及照顧者對
病況的誤解，會
加劇『行為問
題』，從而令關
係更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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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機能 

自我效能 心理狀況 

人際網絡 

心身機能
活性運動
療法 

心身體
操 

活性溫
熱療法 

手指棒 健康環 

高爾槌
球運動 

 
理 
論 
架 
構 

 

   改善患者
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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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穩定 
•用步行架上廁所 
•接受療法三個月後
可用凝固粉喝水及
食糊餐 

•六個月後不需用凝
固粉喝水，可進食
碎餐加爛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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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 

•高血壓 

•焦慮症 

•妄想行為 

•自信心低 

•行動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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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方面：  手腳乏力 
 只有1小時清醒,大部份

時間訓覺 
 經常入醫院 

 

情緒方面： 
 
 自信心低落 
 情緒不安 

 

活動能力： 
 
 需要輪椅代步 
 需要人協助生活 

 

認知能力： 
 
 記憶力差 
 接受新事物低 
 有妄想  
 MMSE 14分 

 

社交方面： 
 
 被動 
 不願意接觸人 
 不願意傾談 

 

其他情況： 
 
 妄想、焦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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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方面：  能接受超過4小時的日間中心
訓練 

 超過半年沒有使用醫院服務 

情緒方面： 
 
 自信心得到改善 
 工人可以部份時間離開,月娥

亦沒有出現情緒不安 

活動能力： 
 
 可以使用柺杖 
 可以簡單照顧自己 

認知能力： 
 
 MMSE 17分 
 記憶力有改善 
 願意接受中心新的訓練 

社交方面： 
 
 願意與其他長者及職員談天，

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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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組
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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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位長者 / 隨機分組 

研究組 對照組 
初步評估 

每星期三天  
心身機能療法 

進行三個月 

每星期三天一般訓練 
進行三個月 

中期評估 

每星期三天一般訓練 
進行三個月 

每星期三天一般訓練 
進行三個月 

最終評估 



身體機能 
•手握力 
•平衡力 
•敏捷度 

心理狀況 
•情緒 
•生活質素 

自我效能 
•認知功能 
•自我照顧能力 

照顧者心理狀況 
•生活質素 
•自我效能感 

評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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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
滿分 
愈高分
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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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愈
高
分
愈
好 

 

愈
高
分
愈
好 
 



27 

 
 

愈低分
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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