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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科醫生 

黃德舜醫生 

      
 

       
 

 

   

 

科技日新月異，樂齡科技可以怎樣幫助長者改善生

活質素和家人朋友聯繫？梁秉信資深護師為大家介

紹一下。聯合醫院陳子輝資深護師分享了一個個

案，提及拾荒行為和家中囤積雜物帶來的影響。作

為醫護人員可以怎樣幫忙這些個案呢？青山醫院呂

鴻江病房經理藉着一個個案，分析了在長者中常見

的問題——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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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炎熱的七月，雖然已是下午四時多，但周圍仍然熱得像一個火爐。

在馬鞍山海濱長廊，王婆婆開始她的兼職，精神抖擻地舞動着那長長的掃

把，一絲不苟地把地下掃得乾乾淨淨。王婆婆現在 74 歲，有三名子女，均

已成家立室。子女們對王婆婆都非常孝順，經常探訪獨居的婆婆並定期供

養她。王婆婆除了有子女的上繳家用外還有一些儲蓄，因此她可說是衣食

無憂；既不愁衣也不愁吃的她，為何在這大熱天，不安坐在家中涼着冷

氣，卻要跑到這裏來賺取這微薄的工資呢？ 

 

  據王婆婆所說，她四年前開始了退休生活，不過退休的生活並沒有想

中優哉游哉，而是令人苦痛，空虛及抑鬱的深淵。退休後，隨着空閒的時

間增多，王婆婆開始覺得百無聊賴，整天無所事事，每天早上她會到住所

附近的公園曬太陽，看着公園中許多長者終日呆坐等著時光流逝，她越來

越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像是等待時光來判處極刑，心中越積越多鬱結難以

排解。雖然子女對自己都非常孝順，但王婆婆不想令子女感到煩擾或成為

他們的負擔。因此，她會將困擾的事收藏在心中。 

   

  王婆婆 30 多歲時喪夫，其後帶同子女從福建移居香港，自此以後，一

直努力工作母兼父職培養子女成材。 一直以來只寄情工作，從没發展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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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興趣，加上親友均在福建，使她社交圈變得十分狹窄。缺乏朋友的王婆

婆越來越感到孤單，漸漸她開始被孤寂的心吞噬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

來，王婆婆因一次意外受傷，膝部經常疼痛，使王婆婆喪失外出的意欲，

整天困在家中，令孤獨感更進一步籠罩著她，逐步地把她推向無助、失落、

空虛及抑鬱的泥沼中，無望地挣扎。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社會孤立和孤獨，是長者精神健康的重要危險因

素 (WHO, 2024)。社交是每個人的基本需要，透過親朋好友的互相支持及

聯誼和傾訴，逹到情感上的相互支援，增加愛與被愛的感覺。孤獨和社會

孤立除了使長者空虛、寂寞、無助和失落等負面情緒增加外，也是導致抑

鬱及認知障礙症其中一個重要因素(WHO, 2023)。 

 

  令長者感到孤獨的因素有很多，長者一向缺乏個人興趣和社交圏子，

一旦從工作崗位退下來，失去的不單只是他的收入和工作上的寄託，還有

他們因工作而建立的社交關係。經濟狀況的變差和身體機能的下降甚至

疼痛的困擾，使長者減少參加社交活動的動力，甚至避免參加社交聯誼活

動。家庭的變化，子女成長後「離巢」 組織新家庭， 使長者面臨空巢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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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有些長者甚至未能妥善處理與媳、婿之間的關係，引至進一步的家庭

關係緊張。另外，有部份長者更加要面臨角色轉變，要負起照顧兒孫、伴

侣甚至他們自己年邁的父母。照顧者的角色是一種無形的鉫鎖，除了帶來

無形的壓力，更進一步限制其社交生活自由。除此之外，長者還要面對伴

侶及親朋好友的離世，這些失去除了帶來錐心刺骨的痛，同時也直接摧毀

長者珍貴的社交系統。隨着人口老齡化的浪潮，長者孤獨及社會孤立更值

得社會關注，這不單影響長者的生活素質，更會有機會導致嚴重的精神健

康問題。 

 

  今天，王婆婆幸運地從抑鬱邊緣站起來，重建有意義及希望的人生。

幸好其子女發現王婆婆的情緒惡化，立即作了以下一些改變，並有效地幫

助王婆婆。首先，他們協助治療王婆婆的膝患，減少其疼痛及改善行動能

力，並經常約王婆婆在黃昏時在海濱漫步，重建她外出的習慣。其次，支

持王婆婆重投職場，每週兼職工作兩至三天。而最重要的是教導王婆婆利

用「微信」和鄉間的两位妹妹視像通話，重建其社交網絡，現時每天均會

和其妹妹以視像電話溝通，促使姐妹間重温往日情誼，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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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健康老齡化，處理好長者孤獨及社交隔離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這

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個人方面，每個人要為自己老化作好準備，建立個人

興趣並擴闊社交圏子，好好作出財務安排以支援退休需要。家庭方面，家

庭成員要增加往來及互相溝通，強化家庭功能、互相支援及協助，使每人

均可在家中的愛和關心中成長。鄰里方面，所謂遠親不如近鄰，香港的鄰

里關係普遍比較薄弱，我們均要主動踏出一步，互相關心、問候和照應以

改善社區鄰里關係。政府及社會團體方面，制定政策並結合社會網絡及服

務資源以創造長者友善環境，例如：針對長者需要，社區中心可以提供綜

合服務及娛樂設施以吸引他們經常探訪，增強長者參與各項社區活動的

動力。社會文化方面，要改變人老便要退隱減少社會參與的觀念，反而鼓

勵長者利用個人寶貴的經驗和活力繼續參與社會活動和貢獻社會；甚至

不應設立強制退休年齡，鼓勵長者因應個人能力繼續從事其工作、兼職，

這除了可以充實個人生活，也可改善財政狀況。此外，要協助長者學習及

利用新科技等方法去溝通，以減少科技隔閡而造成的社交鴻溝。  

 

  社會對長者孤獨問題一向重視度不高，其實像王婆婆未能好好適應

退休生活的長者確實不少。只要作出少許的協助，便可幫助這些飽歷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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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的長者解決其社交的需要，避免更進一步的惡化而變成嚴重的精神

健康問題。 

 
     孤獨  

Dec  2024 

 呂鴻江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病房經理  



  

    

 

 

 

 

 

  

8 頁 

樂齡科技（Gerontechnology）是一個結合老年學（Gerontology）和科技

（Technology）的跨學科領域，旨在通過科技手段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促進他們的健康、安全和獨立生活能力。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

劇，樂齡科技的重要性日益突顯，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和抓住相關機

遇的關鍵。 

 

樂齡科技的定義與範疇 

樂齡科技涵蓋了多種技術和應用，從智能家居設備到醫療健康監測系統，

從社交互動平台到康復輔助器具，目的是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支持

和服務。這些技術不僅僅針對老年人，也適用於殘疾人士和需要康復服務

的人群。 

 

樂齡科技的應用領域 

1.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技術包括自動化照明、智能溫控系統、智能門鎖和

安全監控設備等，這些技術可以幫助老年人更方便地管理日常生活，增強

他們的安全感和獨立性。 

2.健康監測：健康監測設備如智能手錶、血壓計、血糖儀等， 可以實時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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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老年人的健康狀況，並通過數據分析提供健康建議，幫助及早發現和

預防疾病。 

3.康復輔助：康復輔助器具如助行器、輪椅、假肢等，能夠幫助老年人恢

或維持行動能力，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4.社交互動：社交互動平台和應用程序可以幫助老年人保持社交聯繫，減

少孤獨感，增強心理健康。例如，視頻通話應用、社交媒體平台等都可以

促進老年人與家人和朋友的互動。 

復 

樂齡科技的發展現狀 

在香港，樂齡科技的發展得到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香港特區政

府於 2018 年設立了「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資助安老及康復服務單

位購置、租借和試用科技產品。此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成立了樂齡科技

聯盟「智齡」，旨在促進業界交流，推動安老護老的科技發展。 

樂齡科技在香港對長者有許多好處，特別是在提升生活質素和減輕照顧

者壓力方面。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好處： 

1 提升生活質素：樂齡科技產品如智能家居設備、健康監測系統等，可以

幫助長者更獨立地生活。例如，智能家居設備可以自動調節燈光和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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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長者在家中感到更舒適 

2 健康監測：使用互聯網技術的健康監測系統可以實時監測長者的健康

狀況，並將數據傳送給家人和醫護人員，方便及時跟進和處理。 

3 減輕照顧者壓力：智能設備如自動化的護理機器人和健康監測系統，可

以減少照顧者的工作量，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照顧長者的其他需求。 

4 促進社交互動：一些樂齡科技產品如視像通話設備和社交機器人，可以

幫助長者與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繫，減少孤獨感。 

5 居家安老：樂齡科技支持「居家安老」的政策，讓長者能夠在熟悉的環

境中安享晚年，減少對護老院的依賴。 

這些科技不僅提升了長者的生活質素，還為他們的家庭和照顧者提供了

更多支持和便利。老友記對哪一方面的樂齡科技特別感興趣呢？ 

 

樂齡科技的挑戰與機遇 

儘管樂齡科技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方面具有巨大潛力，但其發展也面

臨一些挑戰。例如，部分老年人可能因為經濟原因無法負擔高昂的科技產

品費用，或者因為缺乏數碼技能而難以使用這些產品。因此，如何降低成

本、提高產品的可及性和易用性，是樂齡科技發展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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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樂齡科技也帶來了許多機遇。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創

新產品和服務將被開發出來，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支持。此外，樂齡科技

的發展還可以促進相關產業的繁榮，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推動經濟發

展。 

 

樂齡科技的未來展望 

未來，樂齡科技將繼續朝著智能化、個性化和綜合化的方向發展。智能化

方面，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將被廣泛應用於健康監測、疾病預防和個性

化健康管理。個性化方面，根據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和偏好，開發出更加貼

合他們生活方式的產品和服務。綜合化方面，樂齡科技將與醫療、社會服

務等領域緊密結合，形成一個完整的支持體系，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質

量。 

 

總之， 樂齡科技是一個充滿潛力和挑戰的領域，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社

會的共同努力，樂齡科技將在未來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老年人創造

一個更加美好和幸福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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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認知障礙症照護挑戰與情感壓力的情景下，病人 85 歲的

Elizabeth 女士與丈夫 Robert 先生經歷了一次深刻的情感衝突，這些年來因

為 Elizabeth 有拾荒的習慣，她於露台去囤積大量雜物，對於 Robert 先生來

說，實在難以忍受。而且 Elizabeth 經常在深夜整理拾荒得來的雜物，例如

用腳踏扁鋁罐，發出擾人的噪音，令到本來己經容易失眠的 Robert 先生，

多次在睡夢中被吵醒，以至情緒大受影響。他們夫妻間不斷為這些問題吵

吵鬧鬧，往往更是「初則口角，繼而動武」。 

 

  於入院當日約凌晨時份，雙方再次因拾荒問題上各執一詞，雙方情緒

亦受困擾，Elizabeth 女士試圖透過服用過量安眠藥來結束生命。Robert 先

生立刻召喚救護車急救服務，報告了 Elizabeth 女士的狀態和最近的爭執。

救護車團隊迅速到達，進行了專業評估及提供初步的急救措施，並迅速將

她送往將軍澳醫院急症室。經過精神科醫生精神評估後，她被轉介至老人

精神科速治服務。當個案由我接手後， 我首先至電 Elizabeth 女士並約定家

訪時間。 

 

  當我進入她的家後，Robert 先生開始投訴他妻子的拾荒行為使他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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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之中，尤其她經常拾荒雜物，並囤積於露台內，引來了不少蟲蟻，影

響家居衛生 ; 更令他擔心，若有火災發生，整個家庭就會被毁於一旦，他

們為此事激發了不少矛盾。在最近一次如何清理雜物問題與 Elizabeth 發生

爭吵，Robert 的眼鏡更被 Elizabeth 弄壞了。 

 

  當進行第一次家訪期間，我首先與他們進行了交談及精神評估，試圖

在她的行為問題與和她嘗試自殺的情感動機之間找到平衡點。並找出分

析問題根源:  Elizabeth 的拾荒習慣而導致與 Robert 先生關係惡化。我便嘗

試向 Elizabeth 解釋那些雜物對家居生活的影響，並試圖說服她儘量將那些

無用的東西搬走 ; Elizabeth 聽到之後面色有變，沈默無聲，但她說會考慮

我的建議， 並同意與大兒子一同清理部份雜物 ; 此外，我亦議她到容鳳書

精神科門診去見醫生，去處理她情緒問題；她被並診斷為早期認知障礙

症並有自殺傾向；及後主診醫生調整了她的葯物分量去針對她的情緒及

認知問題。此外 Elizabeth 亦同時轉介往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去改善她的認知

能力。 

 

  接著的半年時間，我按月家訪及電聯大兒子 ，得知 Elizabeth 配合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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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的家居清理計劃，逐步清理露台的雜物 ; 此外，在環境設計規劃方面，

我亦鼓勵他們在露台種植幾盆綠色植物，例如萬年青及金錢樹等，除了美

化環境外, 還可消磨時間，及培養定時打理露台植物的習慣; 對 Robert 先生

的關懷也不遺餘力，我亦介紹到他參與認知障礙症護理支擾援小組活動，

不單學習處理認知障礙症護理知識，同時亦掌握如何與 Elizabeth 溝通技

巧，儘管面對老年學習的困難，但他們的關係在理解和支持中變得更加融

洽。最後，Elizabeth 服用醫生處方藥物後，情緒控制亦得以改善。 

 

  最近收到他們大兒子的道謝電話，感謝社康護士支持與關懷，他很好

詫異地問我為何能平息其父母長久爭端，我便藉此分享如何認識掌握長

者心理與長者溝通的技巧，並且感謝他們多月的支持及信任。 

 

總結 

這個個案描繪了家屬面對處理認知障礙症生活帶來困難與挑戰，如何透

過合適的溝通、家庭與醫護及社區專業團隊的合作，為患者和照護者帶來

希望和改善生活品質的，同時亦在社區和專業團隊支持下，降低病人自殺

風險和促進康復中的扮演著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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