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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失智症 (Dementia)」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疾病，由於大腦退化

使患者逐漸出現記憶力喪失、思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語言

障礙及自理能力缺損等狀況。除了患者本身，在漫長的照顧歷程中，

家庭及照顧者也面對著不同程度的挑戰、考驗與壓力，使他們身心

疲累，極需要得到社會的支持和幫助。

　　研究失智症的報告顯示 (Alzheimer ’s Society, 2017)

˙48% 的患者擔心自己成為家人的負擔

˙61% 的照顧者表示因照顧失智的家人而影響了他們的健康

˙27% 的照顧者感到自己已脫離社會

　　旅行、購物、煮食、赴約等的日常活動，看似是輕而易舉的事，

對於失智症患者來說，一切都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他們希望有更多

的關心和支持，使他們有信心做更多的事情，能夠自行參與日常

生活活動、承擔任務和工作，從而維持尊嚴及提高成就感。

　　因此，對於失智症患者及其照顧者以至家庭，都期待著一個

能給他們更多友善接納和對待的社區，而不是被孤立和排擠，

使失智症患者及其照顧者能夠舒適地生活在任何地方。期望透過

這本小冊子，讓更多人瞭解及包容失智症患者，為我們的家園創建

一個失智症友善社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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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一直與社會服務團體和民間機構攜手合作，共同

建構失智症服務網絡，並於 2016 年成立失智症診療中心，結合

醫療和社會服務，從宣傳教育、早期評估、診斷治療到社會

支援等方面多管齊下，以達致「及早預防、及早發現、及早診斷、

及早治療和及早支援」的政策目標，同時，致力推動「失智症

友善社區」。

　　「失智症友善社區」是需要政府、民間組織和市民大眾共同

努力，透過各方積極參與、各展所能和攜手合作，共同為失智症

患者及其家屬、照顧者營造一個安全、舒適、有歸屬感的生活

環境。

失智症友善社區基本理念

何謂「失智症友善」社區？

　　「失智症友善」社區以在地養老為宗旨，讓長者在原有的

環境裡安心及自在地生活，透過結合社區資源和宣傳，讓患者的

家屬、親朋好友、左鄰右里、義工，甚至是大廈保安、巴士司機、 

社區商家都成為失智症患者的守護者，以社區平等與文明，一起

打造理解和包容失智症患者的社區環境，提升失智症患者及其

家屬的生活質量。

失智症友善社區有兩個基本目標 (ADI, 2016)

1. 消除失智症的污名，提升大眾對失智症的認識，並讓更多人 
    與失智症患者進行有意義的互動。

2. 賦予失智症患者更多能力，藉以協助他們瞭解自己的權利與

能力，讓他們感到受尊重，知道自己的能力範圍，這樣才能為

自己的生活做決定。

構建澳門失智症友善社區的理念

　　隨著澳門人口老齡化和預期壽命延長，失智症的患病人數

預期會持續上升，失智症成為澳門社會相當關注的健康問題。

為應對社會老齡化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特區政府公佈及落實

「2016-2025 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失智症是其中一個

工作重點。

友善政府

友善團體

友善環境友善照顧者

友善市民

( 圖片及資料來源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2017)

失智症友善社區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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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5
發現

診斷

治療

講座

社區機構工作人員
能識別症狀

認知能力評估

醫療服務
利用便捷、公平

多元治療
藥物與非藥物治療

互相配合

對患者和照顧者
全人關懷

健康生活方式
 （運動、參與社區活動）

宣傳+教育

確診患者

治療+教育+服務配套

支援
失智症服務

預防
宣傳+教育

友善政府
構建完善失智症服務網絡

　　友善政府應將失智症列為公共衛生優先議題，制定及執行

失智症的政策；政府部門會與學術教育機構、社會服務機構、

民間組織等社會各界通力合作，構建失智症服務網絡，以做到

失智症的早期預防、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和早期支援。

友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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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站

伯伯你想去
邊度啊?

應該坐邊
架車呢?搵唔到嘅~
啊!?有車嚟啦!
好似呢架車
去得到!

已經到咗總站，
伯伯望上去好似
唔知道。

但喺呢度
冇車去石排灣，
不如我幫你聯絡
屋企人。

我想去石排灣
郊野公園!

放心，
我幫你聯絡過
屋企人，佢地會
嚟接你。

我諗住坐車
回家。

友善做法：

遇上東張西望或困惑的他/她時，細心地詢問他/她

想到達的目的地，指示正確的路線或協助他/她與

家人聯絡。

友善做法：

了解他/她想去哪兒，是否搭錯車或遊走不懂去處，

協助聯絡家人，向站長或報警求助。

不懂巴士路線，有巴士便

登車而搭錯車。

忘記或不懂下車，至總站

仍坐在車裡，表現迷惘。

你想去邊?
喺唔喺
搭錯車?

友善機構 / 團體

友善機構 / 團體

　　友善組織包括醫療單位、社會服務機構、公共服務行業等 ，
各類組織需要對失智症有所瞭解，尊重並積極回應患者及其照顧者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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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打簿，
點解部機冇
反應嘅?

小姐，小姐，我唔知
點解存摺少咗錢!

喺唔喺你地寫錯咗啊~

先生
紀錄寫你上星期
提過款，可能
你忘記咗。

先生
喺唔喺有
問題呢?

其實只
喺存摺用完，
我已經幫你更換
一本新存摺。咁我

幫你查下
戶口情況~

我打
唔到簿~

真喺
唔該曬你!

先生
你坐低休息

一下先，我幫你
查一查。

友善做法：

了解他/她銀行戶口的情況，需否更換存摺。

友善做法：

先請他/她坐下休息，嘗試慢慢解答他/她的疑問。

有需要時查詢家人的聯絡方法，向家人解釋狀況。

拿了失效的存摺到銀行

提款或打簿。
忘了已提款或上次已提取金額

而聲稱存摺上的銀碼錯誤。

伯伯望上去
好似遇到困難，
佢可能需要
幫助。

友善機構 /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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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

管理處

管理處

依家
冬天，陳伯著
咁少衫出去?!

咁夜
出街?!陳伯要
去邊樹啊~~

我約
咗朋友去做
運動啊!

家陣凌晨
三點咋~

陳伯
出面好凍，

你返去著件褸先
出去啦~

喺喎，
咁我要返去
著衫先得。

友善做法：

主動關心他 /她的去向，提醒時間及可請他 /她先

坐坐休息，通知家人。

友善做法：

關心及提醒外面的天氣，請他/她回家添衣，告訴家人

留意他/她的情況。

穿著與天氣不符的衣物，

如：冬天穿短袖衣物。

在不適當的時候外出，

如：凌晨外出。

坐一坐先，
咁早去邊啊?

陳伯，我通知
你屋企人先，

你坐低休息一下。

友善機構 /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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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中…

「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表情？」

「他為甚麼一直在走來走去？」

如果知道鄰居是失智症

患者，您可以…

如果在街上遇到徘徊或面容困惑的長者，

這時候，您可以…

由長者面前慢慢上前靠近；

平時可記下家屬的聯絡
方式，有備無患；

留意患者是否獨自出門，
詢問其去向；

儘量留住患者，或陪同患者
一同前往想去的地方；

聯絡家屬，說明其去向。

1

若長者無法告知目的地、家人
聯絡方式，請聯絡警務人員，
協助他/她安全回家。

如非緊急可致電
治安警察局總機 2857 3333

3

詢問他/她是否需要幫助、
是否記得家人的聯絡方式；

2

1

2

4

3

如果您的家人或朋友罹患失智症，請不要疏遠他們。患者可能會

因擔心別人的態度和反應而停止參與社交活動，過去長久建立

的社會網絡可能會因此慢慢瓦解。然而，在這個時候，患者非常

需要您們的協助，熟悉的人、事、物可以減低他們的恐懼感，

鄰居、朋友、義工都可以為他們提供協助和支援的。

小提示 

友善市民

友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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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環境

友善環境

1

1

3

2

4

功能清楚的標誌3

易於辨識的建築外觀

2 寬闊無障礙的人行道

4

清楚明顯的無障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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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鎖匙

遙控 報紙

廁
所

廚
房

1
3

2

4

1 固定傢具或物品的擺放位置

3 增設安全設備(浴室加裝扶手�)

2 系統分類擺放物品及加上標示

4 常用的物品放於容易看到的

位置，危險的物品則收起來

5

5

6

階級加設安全標示

6 空間佈置的顏色要分明

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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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環境

2

1

1

採光充足、空氣流通的室內

環境

3

3

2

2

融合過往生活或工作經驗的

居家佈置

明亮的照明設備

4

4

維持自尊的獨立空間

5

5

在當眼處清楚顯示時間及日期

小提示 

相較於一般的長者，失智症患者的生活環境需要更細膩地

營造，於社區及家中提供易於辨識、安全、舒適、熟悉之

環境，能使失智症患者能自行定位找尋方向，簡化及安全的

生活空間，更有助鼓勵他們保留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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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愛

個人

特點

參與

聯繫包容

慰藉

我想自己出去
散下步啊!!

天氣咁好，
約老黃去散步

就啱曬。

爺爺，
你想去邊度啊?

不如我
陪你去啊~

爺爺
你留喺房間，
唔准出街!

咦!?
點解我開唔
到門嘅?

友善做法：

理解失智症患者的行為，事出有因。

不友善做法：

束縛其身體

照顧原則以「愛」為中心，「個人特點」、「參與」、「聯繫」、

「包容」、「慰藉」則為構成要素。對於患者來說，在許多情況下，

很難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滿足這些需求，通常需要周圍的人積極

鼓勵及協助。

友善照顧者
友善照顧者——以人為本的照顧原則

　　以人為本的照顧原則 (Person-Centered Care) 是指將失智症

患者視為一個正常人，尊重他，站在患者的觀點和立場去理解

他的行為並提供適當的照顧。

(Ki twood,1997)

友善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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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照顧者

我哋
趕時間啊!

點解
唔比我慢慢
食早餐

睇下
今日有咩
新聞先~

我提早
準備好早餐，
爺爺你可以
慢慢食~

嘩!
咁我就可以

慢慢睇下報紙，
慢慢食~

維持社交環境，鼓勵參與朋友、鄰居
的社交活動，令生活多姿多彩。

友善做法：

溝通時與患者有眼神接觸，以名字稱呼他，快樂地聊天，

話題可圍繞他的興趣及嗜好；

不友善做法：

無視、匆忙應付、要求快一點、剝奪權利……

你食快少少啦!
唔好睇報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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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關係

下述的衛生中心及記憶中心可為市民提供免費的認知能力評估。

現時本澳有多間長者服務設施可為失智症患者 (55 歲或以上 ) 提供服務，同時，
亦可為家屬 / 照顧者提供護老者支援服務 ( 包括：情緒支援、護老知識及技巧訓練、
小組活動、外借輔具等 )。

日間護理服務的對象需要通過社會工作局的統一評估，確定符合使用資格。有需要

的人士可親臨或致電下列中心了解及申請服務。

下述的醫療單位可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失智症的診斷和治療。

　　友善社區建設工作作為一項社會行動計劃，需要爭取政府及
民間機構部門支援及集體行動才能產生實質性的變革。

伙伴關係

社區資源

失智症服務

失智症診療服務

單位 地址 電話

塔石衛生中心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 2852 2232

筷子基衛生中心 澳門沙梨頭海邊大馬路 929 號 2856 2922

海傍區衛生中心 澳門貢士旦甸奴街 11 號 4 至 7 樓 2892 0024

風順堂衛生中心 澳門鵝眉橫街 2 號新濤閣第 2 座地下 2831 3418

黑沙環衛生中心 澳門黑沙環中街 18 地段 2841 3178

青洲衛生中心 青洲新街青怡大廈第 1 座地下 2831 0033

海洋花園衛生中心 氹仔海洋花園大馬路 2881 3089

湖畔嘉模衛生中心 氹仔美副將馬路湖畔大廈 1 樓 A 區 2850 0400

氹仔老人保健站 氹仔地堡街平民新邨第 9 座地下 357J 2882 7667

路環衛生站 路環恩尼斯總統前地 2888 2176

路環石排灣臨時
衛生站

路環石排灣馬路 CN4 地段樂群樓第 5 座地下 2850 2001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記憶中心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8 號 A 澳門日報 16 樓 2835 0001

單位 地址 電話
提供失智症
日間護理
服務

提供
護老者
支援服務

澳門街坊會聯合
總會綠楊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

澳門筷子基飛喇士街 362 號
綠楊花園第 1 及第 2 座地下

2826 6850

澳門街坊總會
頤駿中心

澳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社區服務大樓 1 至 2 樓

2822 7667

康暉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

氹仔布拉干薩街濠景花園
第 28 座翠菊苑地下及閣樓

2884 2577

黑沙環明暉
護養院

澳門馬場東大馬路 336 號 
4 至 7 樓

2843 0281

菩提長者綜合 
服務中心

氹仔米尼奧街菩提社會服務 
大樓地下至 6 樓

8296 8200

恩暉長者綜合服務
中心

路環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石排灣
社會及衛生服務大樓 7至 9樓

2850 2162

松柏之家老人中心
澳門連勝馬路92號A地下B座
及 92號地下

2855 6234

海傍區老人中心 澳門缸瓦巷 4 號 2892 0041

青洲老人中心
澳門青洲大馬路
( 青洲災民中心地下 ) 2822 0955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望廈老人中心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178-182 號
望廈社屋望善樓 1 樓 B1 單位

2831 7832

單位 地址 電話

失智症診療中心
( 衞生局及社會工作局合辦 )

澳門加思欄馬路仁伯爵醫院急診大樓地下 2831 3731

鏡湖醫院記憶門診
鏡湖醫院霍英東博士專科醫療大樓 5 樓身心健康
中心

8295 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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