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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症的作業治療 

黃潔汶 香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一級作業治療師    

 

作業治療 

在我們專職醫療上，「作業」是指我們日常生活上所有要做的事。自理、讀

書、工作、消閒等等都是作業。由嬰孩到成年到老年；由做兒女到工作到做父母；

由有能力工作賺錢到退休；我們都有不同的角色配著不同的作業須要。就算是健

康或有病，我們每天都要實踐在生活上不同的有意義作業。帕金森病患者及其家

人也不例外，每天都要在生活上做不同的作業。 

作業治療楺合藝術及科學，為各病患者設計針對性治療活動及訓練，讓病患

者從活動中學習適應技巧，改善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克服病患引致的殘障，激發

病患者的潛能，從而達致最大的獨立能力，以生命影響生命。 

帕金森症 

這個退化症會引致患者大腦逐步失去控制身體活動的機能，四肢肌肉會變得

愈來愈僵硬，動作變得緩慢，繼而失去自我照顧活動能力。因患病表徵的表現，

使一般人不容易瞭解帕金森症病人。例如病患者的臉孔木無表情，其實背後是有

著非常清醒的頭腦；又例如病患者的動作緩慢及僵硬，其實他們也渴望繼續擁有

活動自如的正常生活，與伴侶丶家人及朋友一起外出及交往。患者除了渴望與人

溝通外，還需要愛和關懷，但是基於以上種種因素，他們的心理健康容易受到影



響，會容易患上焦慮及抑鬱，封閉自己的身心靈，而自我封鎖。 

 

處理帕金森症的作業治療 

柏金遜森症患者由早期到後期對的生理及心理變化，及他們及其家人的擔

憂，衍生較多的負面情緒及能量。患者們可以透過作業治療來幫助他們重新協調

日常生活，建立患者的社交及消閒活動，以及減輕家人的心理負擔。 

 

 

 

 



作業治療之預防跌倒的建議 

帕金森症患者在行動上會出現的征狀包括僵硬、四肢顫動及開步困難等，令

身體行動不便。而且會因為身體轉動緩慢，容易失去平衡，導致他們容易跌倒，

繼而受傷。很多時候，因為跌倒意外增多，患者會減少外出次數，避免跌倒受傷

的機會。而且在心理及情緒上容易出現急躁、焦慮及恐懼，睡眠質素下降，並且

影響社交。但只留在家裏也不可以完全避免跌倒，反而會因缺乏應有的運動鍛練

而令其活動能力逐漸地變得更差。無論在家居或室外，若能參考以下建議，患者

便可以儘量減低跌倒的機會，從而避免受傷的風險。 

 

在家居環境： 

（1）在走廊、房間及廁所位置，要保持室內光線充足，

避免因為昏暗環境而造成絆倒的風險 

（2）要避免過多雜物或傢俱存放，保持家居整㓗。不

要放置太多椅子或雜物在走廊或房間內，並增加室內空

間，令患者容易看清楚室內環境，避免絆倒  

（3）不要擺放地布在廁所或廚房，因為帕金森症患者走路時難以舉步，而且碎

步行走，地布則被容易踼起而絆倒患者，製造危險。家人也可以考慮購買有防滑

物料的地毯代替地布 

（4）地面要保持乾爽，地板上的積水便要儘快抹幹，避免患者滑倒 

（5）傢俱（包括床、椅）、衣物及常用對象要放置適合高度，方便患者觸及，不

要過高或過底，否則當患者在拿取物件時便會容易失去平衡，引致跌倒意外 

    

在戶外： 



（1）避免人多擠逼的街道及繁忙時間，減少被途人撞倒的機會 

（2）在商場及乘搭鐵路時，患者可選擇乘搭升降機並避免使用扶手電梯，因為

扶手電梯的速度可能會令患者緊張，而且他們緩慢的肢體活動能力也未必能夠跟

上扶手電梯的速度，繼而令患者失去平衡而跌倒 

（3）當患者肢體平衡逐漸變差或有多次跌倒意外時，我們會建議患者用拐杖或

步行支架幫助他們走路，增加他們的平衡力，而且讓途人留意到他們較行動不

便，減低被撞跌的機會 

 

作業治療之日常生活輔助器具的建議 

帕金森症患者除了有動作緩慢、僵硬等症狀外，亦會常有顫抖情況。這些症

狀會往往為病患者帶來生活上的不便，例如穿衣服、飲食、寫字及社交生活等等。 

 

穿衣服： 

身體僵硬及有限的四肢活動能力及其幅度會令帕金

森症患者穿衣服遇上困難，包括穿上衣、褲子及鞋襪。

患者可嘗試使用穿衣輔助器，這些輔助器會為他們帶來方便及增加他們的自主能

力。這些輔助器均有長柄，可以幫助關節活動幅度減少而引致的穿衣問題。例如

患者可以利用穿衣輔助器來勾扣上衣的領口位穿袖，然後手執長柄往背後一拉，

患者便可以把上衣穿上。至於穿襪子時，患者可以先把襪子套在穿襪輔助器上，

香利用旁邊的長繩把穿襪器放到地上，然後再將腳穿入穿襪器內，把旁邊的長繩

拉上，便可輕易地穿上襪子了。另外穿鞋時，亦可使用穿鞋輔助器，亦即「鞋抽」，

患者便不需彎腰或蹲下來穿鞋。 

 



飲食： 

手部顫抖會令患者在飲食過程中遇到困難，

例如用湯匙剩載食物送到口中時已踐出食物，不

但令弄髒餐桌，也會令他們在參與社交活動時感

到尷尬。在這情況下，患者可以選擇用加重餐具

進食。加重餐具包括湯匙及餐義，可減少手部顫

動的情況，使患者較容易把食物送到口中進食，減少踐出食物。 

 

寫字： 

因為手部顫動及動作僵硬，往往令帕金森症患者書寫時遇到困難，例如筆劃

不清或字體越寫越細小。這個時候患者就可選擇用筆套加重及加粗的筆幹，增加

書寫時的控制程度及減少顫抖的情況，特別在簽署檔時，起了很大的幫助。 

 

其他日常生活上的輔助： 

帕金森症患者會因行動不便而容易跌

倒。特別在洗澡時或上廁所時容易發生意

外。患者可以考慮在廁所浴室安裝扶手，或

使用大便沖涼椅及浴缸板。這些輔助器具可幫助患者安全及方便地進出浴缸，減

少意外發生。另外，患者也可以放置大便椅在床邊，這樣，當晚上有如廁的需要

時，便能省卻步行至廁所的路程，減少如廁跌倒的機會，直至第二天早上清洗大

便椅盆便可。 

此外，患者常有困難執拾丟在地上，或從高處取物件的問題。其實患者可以

使用長柄執拾器幫忙他們檢起地上，或從高櫃取出對象，減少他們在彎腰蹲下或



爬高時跌倒的機會，從而減少家居意外的發生。 

 

以上是本人對帕金森症患者各種輔助器的款式及設計的建議，詳情可以向你

們的作業治療師查詢，選購最合適的輔助工具。 

 

為帕金森症患者及其家人來說，要被社會接納及重新適應是非常困難，也是

一個漫長的挑戰。能在日常生活中及重投社交的路程上保持積極性，便可以幫助

患者增加獨立性及提升其生活質素。作為專業的作業治癒師，我們要盡力協助患

者發揮最大的技能，幫助他們有尊嚴地過有意義的生活。 

 

 

阿茲海默症的作業治療 

吳鴻順 社區職能治療師 

     

阿茲海默症是具兩種以上的認知障礙，並以記憶功能持續惡化的疾病，也是

失智個案中常見的診斷，好發於 65 歲以上的長者，發病過程緩慢且不可逆，早

期會先喪失短期記憶力，中期之後甚至可能出現譫妄、情緒問題，並且逐漸喪失

身體機能而無法獨立從事日常生活活動。當出現以下十大警訊時，要特別注意罹

患阿茲海默症的可能: 

 影響日常生活的記憶力改變 

 計畫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在家中，工作場合，或是休閒活動中完成熟悉的工作有困難 

 對時間或地點感到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