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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長期疾病？

長者有較大機
會患有長期

病患，政府統計處
於 2013 年的一項調查指出，香港 70
歲及以上人士的長期病患普遍率達
75.7%。長期疾病又稱為慢性疾病，
意即超過六個月及未能徹底治癒的疾
病，常見的例子有高血壓、糖尿病、
心臟病等。患者需長期接受治療或
護理來控制病情，令其身體、心理、

社交及生活質素受影響。
長期病患者的心路歷程 
患者的心理變化一般會經歷四

個階段： 
（一）迷惘期：剛得悉病情後，

感到混亂、無助及惶恐。
（二）擾亂期：面對疾病所帶

來的壓力及生活轉變，感到茫然。
（三）恢復期：嘗試運用各種方

法來控制病情，例如接受治療，或
從飲食、運動、生活方式各方面去

改變以往習慣。
（四）重整期：逐漸接受患病的

事實及與其共存，情緒逐漸穩定下來。
患者是否會經歷以上每一個階

段及其進度，在乎他的處理方法及
社交支援的程度而有所差別。另一
方面，部分長期疾病的病情反覆，
患者情緒亦容易隨著病情發展而轉
變，約有 17% 的患病者會出現抑鬱
徵狀，而患者亦常有焦慮情緒，對
病情構成負面影響。

患者應如何適應生活？
患者宜積極主動了解疾病及學

習相關的護理知識，減少因誤解而
產生不必要的焦慮，並重新學習和
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如能力所及，
患者在日常自理及各類控制病情的過
程中應負起責任，增加其獨立性及

「自我控制」的把握。另外，正面的
思想及樂觀的態度有助面對疾病，
促進身體復原。感到壓力時，患者
可運用深呼吸鬆弛法或漸進式肌肉鬆
弛法來紓解；與此同時，培養個人
的興趣、適當地維持社交生活，多
與信任的人分享，參與病人支援小
組等，均有助患者與長期病共舞人生。

健康寶庫健康寶庫
◆ 衞生署

長者健康服務

由藥劑師瞭解大家用藥的方法，以及服藥後的反應及問題，從而指導正確用藥、解答疑惑，以協助大家達到「知藥用藥」的成效，助早日控制病情，以免影響健康。服務完全免費，欲掌握
用藥之道者，請速來電報名，安排與藥劑師會面。電話：2831-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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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震賢

認知障礙症是腦部非正常的
衰老疾病。患者的腦細

胞死亡導致腦功能衰退，影響
認知能力及日常生活。通常老
年人病發機會較高，但也有早
在四十歲就開始病發的個案。
每十五至二十位六十歲以上的
人士中，就有一位患上認知障
礙症。六十歲以後，每五至六
年的年齡增長，患上認知障礙
症的人就增加一陪。

認知障礙症的成因

阿 爾 茨 海 默 氏 症
（Alzheimer’s disease）— 阿爾
茨海默氏症是認知障礙症中最
常見的類型。有害的沉積物積
聚在腦內，進而導致腦細胞死
亡。阿爾茨海默氏症也會影響
負責在腦細胞之間傳遞信息的
化學物質，尤其是「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
其他成因包括︰血管性

認 知 障 礙 症（ V a s c u l a r 
dementia）、路易體認知障礙

症（Lewy body dementia）、額
顳葉認知障礙症（F r o n t o -
temporal dementia）、肝臟或
甲狀腺的問題、缺乏維生素和
酗酒等。

認知障礙症的徵狀

•失去短期記憶：認知障
礙症患者往往容易忘記一些近
期發生的事情，而且之後也不
能記起，彷如事情未曾發生
過；

•語言表達或理解有困
難：認知障礙症患者會忘記一
些簡單的詞彙，或未能用適當
的字和詞來表達自己； 

•對人物、時間及方位感
到混亂； 

•判斷力減弱：患者對身
邊發生的事情未能理解及作出
正確的判斷，如當有火警發生
時，患者會知道環境混亂及感
到慌張，但卻未能判斷到自己
處於危險環境，不懂逃生；

•性格轉變：容易暴躁、

退縮、粗魯或對事物缺乏興趣；
•不正常的行為：如不願

意更換衣物、遊走、或變得具
侵略性；

•其他精神問題：如出現
幻覺、妄想、焦慮或抑鬱等。

認知障礙症的處理方法

（一）藥物治療
其中一類針對認知障礙症

的藥物稱為「膽鹼分解抑制劑」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它不能制止腦細胞被破壞，但
它可以減慢「乙醯膽鹼」這種
腦部傳遞訴息物的分解，讓它
能繼續在腦內發揮作用，有機
會減慢病情惡化。
（二）非藥物治療

• 現實導向 ；
• 懷緬治療 ；
• 多感官治療 ；
• 音樂治療 ；
• 認知訓練、專注力訓

練、手眼協調訓練、日常生活
技能訓練等。

腦部
疾病醫生的話醫生的話

◆ 梁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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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曰

與長期病共舞與長期病共舞

旅
行
三
寶

勿

讓

殺
人

「認知障礙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