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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而慢性病有其反覆、不可預測，

甚而造成殘障之特性，因此急、慢性醫

療服務於養生村住民健康維護的介入就

更顯得重要。2021年底入養生文化村

居住的住民突破 1千位以上，為著重住

民的健康照護管理，健管師採專責個案

健康管理及住民共同參與服務，提供健

康評估、健康促進、預防保健、健康維

護及連結資源服務。

預防保健與健康管理

為符合長者健康照護之需求，運用

「3段 5級」初級預防階段之概念，以

「健康促進」與「預防保健」為主軸、

住民為中心，提供安全、舒適、有尊嚴

及獨立自主之整體性、持續性之全人健

康照護服務，結合長庚醫療健康照護體

系完整的急慢性醫療、護理之家和安寧

療護照護資源。

在此既有基礎下，規劃養生文化村

住民的健康管理服務，從長者健康評估

分級，強化不同型態長者的健康管理模

式，提供多元化健康識能講座、健康促

進及體適能運動，定期骨骼肌及體脂肪

檢測，使長者慢性病得以穩定控制，預

67 歲黃阿姨退休後經常到處旅遊過
得輕鬆自在，疫情期間開始減少

出遊，現在會花更多的時間回老家看看

90多歲年邁的母親，因為母親無法行

動及需要長期照顧，她深感維持身體健

康，日後萬一身體退化，如何減低臥床

歲月是件最重要的事。

回想當初回國居住並選擇養生文化

村，主要考量慢性疾病管理及就醫拿藥

方便，她經常參加村內舉辦的各式健康

講座，每次健康檢查後健康管理師主動

關心及提供個別的健康養生運動指導。

黃阿姨在這裡每天參加各種活動，過著

充實的生活，不自不覺已居住７年了。

現在黃阿姨的小孩們因工作忙碌，

僅能在大家有空時邀約一起吃飯聚聚，

平常樂活過日子。有時候，黃阿姨看到

這裡老人家跟母親一樣高齡，很羨慕老

人家還可以自己推著助行車從家裡走出

來，參加養生操、吃飯、上課、採買

等，讓她有感預防老化應於初老時期就

要開始，這樣晚年才能擁有像村內的老

人家能夠自立生活。

根據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65歲以上

老人自述 84.7%曾經醫師診斷罹患慢

活躍老化、健康自在
◎長庚養生文化村健康管理課護理長　張依玲

12 43卷 7期

216



封
面
故
事

防肌少症、體能衰弱及延緩老化。

健康促進介入措施

依住民之健康分級，訂定照護目標

方向，健康者以促進健康、活躍老化為

目標；亞健康者著重篩檢高風險因子，

以健康促進、維持健康及預防保健為目

標；衰弱者著重維持生理功能，依個別

性健康照護需求連結照顧服務資源，以

慢性病控制及延緩失智失能為目標。

藉由衰弱評估、健康檢查結果早期

發掘住民衰弱初期、肌少症、失智症高

風險個案，導入可接受健康促進如活化

大腦的「智彙聚樂部」、阻力運動的

「坐勢彈力帶運動」等，或連結村內社

團活動，養成住民自我健康管理及規律

運動習慣，適當健康體能促進，維持身

體基本功能及提升身、心、靈健康，減

少慢性病併發症，預防衰弱、肌少症之

發生，讓住民能活得開心、活得健康，

使住民晚年生活能活得好、老得慢、病

得輕。

察覺與風險評估管理

以住民個人整體健康為導向，提供

整合專業健康評量、健康諮詢、健康管

理、健康促進的全方位服務，對個人或

群體的健康危險因素進行全面監測、分

析、評估以及預測與預防的管理過程，

由本村責任區健康管理師定期評估、相

關衛教及需繼續追蹤事件列入個案訪視

紀錄內容，以落實健康服務的理念，連

結長庚醫院醫療資源，轉診及相關諮詢

服務，提供住民完整健康服務。

��主動連結長照資源，貼心住民居家

照顧

本村主動爭取 2017年 8月通過衛

福部預防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據點，陸

續辦理營養、肌力、認知等健康促進

方案，參加 548人次，成效良好。於

2018年導入政府長照 2.0服務資源，

定期評估住民健康狀況，主動協助住民

申請長照 2.0服務，迄 2022年 2月已

連結 99位住民接受服務。遇臨時或時

間不符長照服務需求，村內也有在宅服

務的資源可使用。

長庚體系之醫療服務堪為國界楷

模，並已建立完整的急、慢性醫療照護

體系，此點是我們優於其他服務機構之

優勢。為能達到本村住民「就地老化」

之理想，本村園區內提供無障礙友善環

境、完整多元化生活機能、休閒生活的

安排、住宿單元生命連線系統設置、持

續性健康狀況評估及監控，長照資源服

務的提供，以及持續培育健康管理師長

照專業服務能力，盡可能提升留住期間

住民能自立樂活、延緩老化，最終目標

能讓居住於本村的住民，透過健康計畫

之參與及健康生活方式的貫徹，期許住

民晚年的生活過得更健康、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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