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護理 
PERSONAL CARE
幫助中期或晚期失智症患者滿足其日常需求

ASSISTING A PERSON WITH MIDDLE- OR 
LATE-STAGE DEMENTIA WITH DAILY NEEDS

阿 滋 海 默 症 協 會



對中期或晚期阿滋海默症患者的日
常照護
失智症患者漸漸地會失去照顧自己的能力。剛開

始的時候，患者可能只需要一些提示或幫助，但

到了後期，照護者則需要完全負責患者的個人護

理。

失去獨立自主的能力和隱私，對於患者來說是一

件十分難接受的事情。照護者必須知道他們所照

顧的人的反應、能力和恐懼的事情，才能更輕鬆

地為患者提供適當的幫助。

貼身照護的一般考量
1. 隨患者的喜好，做出彈性靈活的變通。

2. 幫助患者盡可能保持獨立。

3. 給予簡單的逐步指示。

4. 用簡短的言語與患者溝通。

5. 不要催促患者完成事項。

6. 鼓勵、安慰和讚揚。

7. 注意患者的身體語言。

8. 勇於嘗試新方法。

9. 考慮使用不同的產品。

10. 有耐心、能體諒患者及關注患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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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洗澡

 
 

幫助患者洗澡往往是最困難的一件照護事項，因為
這是一項貼身接觸的護理，失智症患者會因此感到
不高興或受侵犯。為了表現自己的不適或難受，他們
可能會尖叫、哭喊、抗拒或打鬧。 

患者會有這些行為是因為他們忘記了洗澡的作用，或
不能忍受洗澡所帶來的不好感受，如：感到行為不端
莊、覺得冷或有其他不適。

建議：

事先把浴室準備妥當
事先準備好洗澡需要的用品，如：毛巾、浴巾、洗髮精
和肥皂，這樣你和患者便可以專心在洗澡這件事上。
留意室溫，確保溫度不要太低。

浴室的安全措施
為了防止患者跌倒，可在牆上和浴缸邊緣裝上扶手，
地面可鋪上防滑墊。使用能調節高度的沐浴板凳或
洗澡椅子。在患者洗澡前，應測試水溫，以免燙傷患
者。千萬不要讓患者獨自留在浴室內。

幫助患者感到自己還有控制的能力
訓練患者，讓患者參與洗澡的每個步驟。你可能需要
試驗一下，看看患者喜歡坐浴還是淋浴，還需要考慮
一下什麼時間是一天中洗澡的最佳時刻。

讓患者參與洗澡的過程
切記要讓患者參與洗澡的過程，如：讓患者拿著毛巾
或洗髮精瓶子。

維護患者的尊嚴
有一些患者會對裸體感到難為情，讓患者在洗澡時及
洗完澡後用浴巾遮身，也許有助於減少焦慮。

不要擔心洗澡的頻率
患者不一定需要每天洗澡，在兩次洗澡之間用毛巾擦
身清潔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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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溫柔
患者的皮膚可能十分敏感，請避免用力，用毛巾輕
輕拍乾患者的身體便可以。你還可以安裝手提式沐
浴蓮蓬頭來清洗難觸及的身體部位。

要靈活
幫助患者洗頭可能是最困難的事項。要患者用毛巾
遮住眼睛，以免洗髮精刺激到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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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腔護理

 
 

適當地護理口腔和牙齒可以幫助防止進食困難、消
化問題及各類口腔問題。然而，對於失智症患者來
說，刷牙可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患者可能已
經忘記口腔護理的重要性。

建議：

提供簡單的簡短指導
單說「刷牙」可能不夠具體，我們可以告訴患者具
體的步驟：例如，「拿著你的牙刷」，「把牙膏塗在
牙刷上」，然後告訴他，「你可以刷牙了」。

使用「看著我」或是「跟著做」的方法
照護者可以自己拿著牙刷，向患者示範如何刷牙，
或輕握著患者的手，溫柔地帶著患者刷牙。

做好每日的口腔保健
在每次用餐後，要確保患者刷牙或清潔假牙。每晚
應把患者的假牙取出清洗乾淨。另外，溫柔地清潔
患者的牙齦、舌頭和上顎。試著經常使用牙線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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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牙縫。留意患者在進食時是否有口腔不適的
跡象，例如患者拒絕進食或在進食時做出難受的
面部表情，這些跡象可能表示患者口腔疼痛或假牙
不合適。

盡量督促患者定期檢查牙齒
定期做牙科檢查對牙齒保健十分重要。可向牙醫詢
問有關牙齒保健的建議或有什麼物品可讓牙齒保
健更輕鬆。

3. 
穿衣

 
 

外觀會影響一個人的自尊心。失智症患者會覺得
選衣服和穿衣服都是困難的事情。患者可能已忘記
怎麼穿衣服，或對挑選衣服和穿衣服的程序感到
壓力很大。

建議：

簡化選擇
衣物的選擇太多，可能會令患者感到不知所措。因
此，嘗試將衣物擺開，或者僅提供兩套衣服，讓患
者做選擇。盡量不要在患者的衣櫥內放太多的衣
物，以免讓患者難以選擇。

整理好穿衣的程序
根據穿衣的次序把衣物擺放妥當，也可一邊將衣
物遞給患者，一邊給予簡單的指導，例如：「將手
放進袖子裡」，而不要只說：「穿衣服」。不要催促
患者，這會令患者感到焦慮。

挑選舒適而簡單的衣物
開襟的毛織上衣、襯衫和扣子在前面的寬鬆上衣
比套頭上衣容易穿上。如果鈕扣、按扣和拉鏈不容
易使用，可以選用尼龍搭扣（魔鬼粘）代替。另外，
要確保患者穿著舒適的防滑鞋。

要靈活
如果患者堅持要重複穿著同一衣物，照護者可以為
患者準備同款的衣物或近似的衣物，供其選用。如
果患者想要穿多層衣服，沒有關係，只要不導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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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過高便可以。如果在戶外，需根據天氣狀況幫助患
者穿著適當的衣服。如果患者搭配不當，不要批評，
而應該專注在患者還能自己穿衣服這個事實上。

4. 
進食

 
 

定時食用營養的餐點對中晚期失智症患者來說是
一件頗具挑戰的事情。食物選擇太多、忘記進食或
認為已經進食，都會令患者感到壓力重重。

若失智症患者沒有進食問題，則無需做出這方面的
改變。若患者進食困難，可以考慮以下建議：

建議：

營造安靜舒適的進食環境
讓患者遠離干擾，在安靜的環境中進食。保持桌面
擺設簡單，只擺放需用的餐具。避免在桌上放置其
他雜物，以免造成困惑。

每次只給患者一種食物
患者可能不知道吃盤上哪樣食物好，所以每次最好
只給一種或兩種選擇。例如：先上馬鈴薯泥，再上
熟肉。

鼓勵患者獨立
盡量發揮患者的各種能力，允許患者用碗代替盤
子，用湯匙代替筷子，也可以讓患者直接用手拿取
食物，只要這樣更方便就行。

靈活地處理患者對食物的喜好
有時，患者會突然喜歡吃某種食物，或拒絕吃他們
一向喜愛的食物。我們應該盡量尊重患者，靈活處
理。

請注意窒息的徵兆
患者可能無法嚥下某些食物，因此，請盡量避免讓
患者吃難以咀嚼的大塊食物，如：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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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理儀容

 
 

失智症患者可能會忘記怎樣整理儀容，如：梳頭、修
指甲或刮鬍子。他們可能會忘記梳子或指甲刀等物
品是做什麼用的。

建議：

維持患者整理儀容的習慣
如果患者經常去美容院或髮廊，讓他們繼續。如果
患者感到力有不逮，可安排理髮師或髮型師上門服
務。讓患者繼續使用喜愛的牙膏、刮鬍乳液、古龍水
或化妝品。

在患者旁邊示範
向患者示範梳頭，並鼓勵患者模仿你的動作。

使用一些較安全和簡單的儀容整理工具
使用紙板指甲銼和電動刮鬍刀會比普通指甲刀和刮
鬍刀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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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廁

 
 

很多失智症患者都有大小便失禁的問題，原因包括
沒有能力察覺便意，忘記洗手間在哪裡，或是藥物
的副作用。讓醫生診斷，排除失禁問題是由身體其
他疾病所引起。

建議：

去除障礙
確保患者衣物容易脫除。清理好上洗手間的通道。

設置顯眼的提示牌
在洗手間門上貼上畫有馬桶的提示牌或圖片，在洗
手間內鋪上顏色鮮艷的地毯，並使用彩色馬桶蓋。

給予提示
鼓勵患者按時上洗手間。留意患者煩燥不安的跡
象，比如踱來踱去，這可能是患者有便意的徵兆。

觀察失禁的情況
留意失禁通常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然後做好相應
準備。如果患者每兩小時便有失禁的現象，那麼你
可以嘗試在此之前讓患者上洗手間。減少患者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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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量或安排患者半夜去洗手間。同時，也可以考
慮在床邊放一個便桶。

考慮使用大小便失禁輔助產品
在患者床上使用防水床單或失禁墊也許會有幫助，
也可以讓患者使用防漏底褲或成人紙尿褲。

給予患者支持
幫助患者保持個人尊嚴，給予安慰，可減少尷尬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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