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即時發放）           2013年 10月 15日 

致總編輯／港聞版／副刊版／親子版／教育版／商情版編輯： 

 

賽馬會耆智園推出華語網上生命故事計劃──「生命之旅」 

誠邀腦退化症患者及照顧者參與 一同回顧過去 譜寫美好將來 

 

賽馬會耆智園自 2000年投入服務伊始，一直致力提高本港腦退化症的服務質素，

亦同步推行照顧者及專業醫護人員的培訓及教育活動。事實上，腦退化症除了影響

患者的主要照顧者，對整個家庭，包括子女、姻親，也會構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過

去，醫療及社福界探討過對腦退化症患者的不同介入方案(1-4)，而其中一個被證實

有效的方案是「生命回顧」，研究指出，這介入方案能提升對長者的全人照顧(5)。

有見及此，賽馬會耆智園特意設計了以華語進行的網上生命故事計劃「生命之旅」，

由照顧者與患有腦退化症的親人一同編寫，期望透過這體驗，促進腦退化症患者與

親人的了解及溝通。賽馬會耆智園並獲香港中文大學知識轉移基金支持由 2013年

10 月初至 2014 年 3 月底推行「生命之旅」研究計劃，邀請腦退化症患者及照顧

者參與，以了解此計劃的成效，進一步優化此計劃，為社區的患者及照顧者帶來更

大的禆益。 

 

生命回顧的定義為「回顧自己的生命並對過往經歷，包括未處理的困難及衝突，進

行反思」(6)。是次賽馬會耆智園推出的「生命之旅」主要參考生命回顧的內容及方

式，並將其簡化為一個可以由照顧者與長者一同投入其中的網上平台。參加者完成

簡單的登記後，便可開展一趟完全個人化的「生命之旅」。網站帶領參加者與長者

一同回顧過去各個生命片段，；同時亦讓照顧者及患者更瞭解自己、發掘自己的長

處，以促進更緊密的溝通及照顧。是次「生命之旅」計劃中，參加的患者及照顧者

於開始計劃前、完成後，及完成後三個月分別填寫問卷，以探討雙方在參與本計劃

後，精神健康及交流溝通有否改善。調查收集回來之個人資料及內容將絕對保密，

僅用於是次研究之用。 

 

耆智園總監郭志銳教授表示：「生命回顧在外國其實已普及多年，今次耆智園以華

語在香港進行此計劃，實在意義重大。一般而言，生命回顧多由專業人士如社工或

輔導員與長者個別進行，而這次『生命之旅』破天荒讓照顧者親自進行，原因是我

們明白在填寫這故事內容的過程中，着實有助加深患者及照顧者之間的瞭解。這趟

『生命之旅』目的並不在於治療，但我們相信良好的溝通是促進人與人之間關係的

不二法門。『生命之旅』以網上形式進行，方便大家隨時隨地使用，既可一次性完

成，亦可隨心每天填寫一點，希望得到更多腦退化症患者及照顧者踴躍支持和參

與！」 

有興趣參加「生命之旅」的詳情，歡迎瀏覽網站（http://lifestory.adcarer.com/）或

聯絡賽馬會耆智園研究部黃佩詩小姐（電話：2946-8180）或葉楠先生（電話：

2946-8174）。 

 

http://lifestory.adcarer.com/


 

有關賽馬會耆智園 

賽馬會耆智園是一所專注推動腦退化症綜合服務的本地機構，由 2000年開始提供日間護理、短期

住宿、訓練支援及專業評估等一站式服務，希望可以紓緩腦退化症患者家屬的身心壓力，以及向腦

退化症患者提供適當的社交及心理活動，減慢認知能力的衰退速度。詳情請瀏覽 www.jccpa.org.hk。 

 
有關腦退化症 

腦退化症是與大腦認知能力衰退有關的病症。患者會逐漸失去記憶力及其他認知功能，如學習、理

解、語言運用、方向感及判斷力等。本港目前已至少有七萬多位患者，雖然此症患者多屬老年人，

但 65歲或以下的人士也可能患上腦退化症，而發病率亦會隨年齡而增加。因此隨着香港人口老化，

腦退化症患者將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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