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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照顾服务有助照顾者应付压力 
照顾长期病患人士甚具挑战，而照顾脑退化症患者要面对的挑战及压力可能更大。研究

显示，相对其他长期病患，脑退化症为患者家属带来更繁重的工作并更多的照顾难题。

每天花在照顾上的时间，以及兼顾多少日常生活细项，都与压力直接挂钩 1。 

心理压力容易导致身理功能失调，照顾脑退化症患者所引致的长期压力，甚至令照

顾者增加心血管治病的风险 2、减慢伤口復原进度 3、并影响其他免疫力功能。一项研

究比较 49位脑退化症患者的配偶与 67名普通同龄人士，并发现患者配偶唾液样本内的
皮质醇偏高，显示他们压力较大，而他们的细胞免疫力亦较差 4。 

过往的研究显示针对照顾者的心理治疗有效改善压力，但同时，提供予脑退化症患

者的服务亦能为家属带来转变。有学者指出，重组患者的时间表、安排患者短暂离家，

能让照顾者腾出空档处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减低整体压力 5。此说法亦得到不同研究的

支持。   

其中一份研究分析日间照顾服务如何影响脑退化症患者的行为症状并照顾者压力。

研究员从脑退化症患者首次接受服务开始的两个月间三次访问家属，以观察患者与家属

的转变。日间中心不单为照顾者提供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减少接触压力来源、同时舒缓

压力，研究同时发现患者从日间中心回家后的行为症状有减少，反映中心的活动或有可

能持续安抚患者的情绪 6，因而服务对家属的帮助并不局限在日间。 

另一项研究则比较使用日间照顾服务的日子，与家属自己照顾脑退化症患者的日

子，在照顾压力上有何分别。研究员邀请 173位家人每週至少接受两天日间照顾服务的
照顾者连续 8日接受访问。结果显示日间照顾服务对照顾者的抑郁与愤怒情绪有有舒缓
作用。报告形容日间照顾服务是一个缓冲区。照顾者平常较少面对与照顾工作无关的事

项，故此在家人接受日间照顾的日子，他们在这些事项上要处理较多的挑战，但他们却

能够以更好的态度应付。而同样是在这些日子，照顾者亦指出他们经歷较少的愤怒情绪
7。研究团队进而分析 158 名照顾者的唾液样本，并指出在患者使用日间照顾服务的日
子，平常压力高的家属都有较贴近水平的皮质醇指数 8。这些改变反映短暂的喘息空间

容让照顾者从长期高压的状态中復原，并在重新面对压力时更加得心应手。 

除了上述好处外，研究亦指出脑退化症日间照顾服务对患者的心理及认知功能有一

定帮助，并对家属照顾者的压力有长远而正面的影响。一项本港研究分析 39个脑退化
症患者的家庭，并指出家属在患者使用服务一年后压力明显下降，并达到数据学上显着

的差异；与之同时，患者在一年间亦能够维持认知能力与生活质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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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关研究都显示日间照顾服务对照顾者有正面影响：照顾者的自我感觉

并生理压力指标都在家人接受服务的时后有改善，而日间照顾服务对患者的影响亦有可

能维持，从而令照顾工作更加轻松，故此除了脑退化症患者外，照顾者亦同样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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