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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長庚失智症中心成立已滿 9

年。在這 9年當中我們從一個單

純的門診中心，發展為提供從病人到家

屬的多元服務，也拓殖在社區的失智症

照護資源，讓地方了解失智症患者的需

要，用「失智友善社區」的概念在社區

生根，讓地方熟悉失智症患者與照顧者

真正需要的幫助內容。

基於這樣的概念，桃園長庚失智症

中心積極參與擬定國家失智症政策，並

在 2017年響應衛生福利部的規劃，成

立了「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以下簡

稱共照中心），使得我們的服務由醫院

延伸至社區。失智共照中心提供之服務

如附圖。

在共照中心，當個案管理師接到失

智症患者家屬來電時，會確認對方的需

求，提供合適的衛教方向，包含：

一、失智者是否已穩定就醫、穩定服藥。

二、失智症出現的精神行為狀況及可能

發生的原因。依照可能原因予以檢

查治療，或是教育照顧者處置原則。

三、家屬對失智症是否具備有正確觀念

及照顧方式。

四、家屬的照顧負荷程度。

五、家屬是否需要長照 2.0的其他服務

項目、教導如何使用。

六、家屬是否了解可使用的在地資源。

七、提供家屬失智症相關課程及資訊。

對我們而言每一通電話都非常重

要，您願意撥打電話進來就代表您需要

相關的協助或資訊提供，而這就有可能

避免另一個照顧悲劇的發生。希望共照

中心及我們輔導成立的失智社區服務據

點，能成為您在照顧失智症患者這條路

上的一個支撐點，或許我們無法時刻在

您左右陪伴，但若您需要，一通電話，

我們將盡我們最大的能力提供協助！

我們知道唯有正視及了解失智症，

才能化解大家對它的迷思與偏見。面對

失智症，任何人都有可能因錯誤的觀念

而有許多誤解，然而這些誤解不只瀰漫

在失智者本人、家屬及其周圍的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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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還包括媒體以及整個社會，我們都需

要給予失智症一個澄清的機會。

只要能化解迷思，排除偏見，理解

失智，您會發現失智症並沒有這麼可

怕；對失智症擁有正確地態度，相信我

們的日常生活也會變得輕鬆自在；即使

三秒一失智，在人人擔心失智悄悄找上

身的同時，也能有面對失智的勇氣。

除了共照中心的服務外，長庚失智

症中心在本期的專刊，也呈現了豐富內

容，整合的多元角度，提供各完整之服

務。

尤其需要提的是「年輕型失智

症」，在 65歲以前發病的失智症（最

年輕可能 40歲），是一類特殊的族

群，因為此族群有比較特殊的病因；更

重要的是，這些失智者可能還未退休，

兒女尚無謀生能力。配偶往往需要擔任

照顧者、兒女的教養，以及負擔經濟。

所以，他們有十分不一樣的需求。所

以，我們推動全國在年輕型失智者之職

務再設計，使得他們不至於離開職場，

並且以工作即復健的理念，協助他們能

更積極的工作與生活，貢獻社會。

本院有在台灣最早發展的類澱粉正

子攝影（診斷阿茲海默氏病與路易體失

智症），目前也在積極與日本合作開發

tau正子攝影，使得年輕型失智症鑑別

診斷更為精確。

長庚失智症中心，是台灣率先設

有實體空間的失智症中心（大約 300

坪），也是率先設有專職個案管理師、

社工師、職能治療師的中心之一。可以

提供失智家庭完整的服務，更可以提供

各專業別的學生見實習機會，各機構爭

相前來觀摩進而帶來台灣實質的影響。

在進入第 10週年之前夕，以此專刊跟

大家分享。

附表　建構失智共同照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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