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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認識失智症及其預防 

一、全球失智症人口快速增加 

    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DI）2019年全球失智症報告，估計全球有超過 5千萬名失智

者，到 2050年預計將成長至 1億 5千 2百萬人。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目前失智症相

關成本為每年一兆美元，且至 2030年預計將增加一倍。 

    內政部 108年 12月底人口統計資料估算：台灣 65歲以上老人共 3,607,127 人，其中輕

微認知障礙(MCI)有 654,971 人，佔 18.16%；失智症有 280,783人，佔 7.78% (包括極輕度失

智症 114,336人，佔 3.17%，輕度以上失智症有 166,506人，佔 4.62%)。也就是說 65歲以上

的老人每 12人即有 1位失智者，而 80歲以上的老人則每 5人即有 1位失智者。 

二、何謂失智症？ 

    失智症是腦部疾病的其中一類，此症導致思考能力和記憶力長期而逐漸地退化，並使個

人日常生活功能受到影響。其他常見症狀包含情緒問題、語言問題、還有行動能力降低，但

個人意識卻不會受到影響。 

    診斷失智症有兩個要點，一是心智功能出現退化；二是退化的程度比一般老化的情形更

嚴重。 

    退化的功能如下: 

 記憶力 

 溝通及語言能力 

 專注力 

 理解及判斷能力 

三、失智症原因 

    主因是大腦中的細胞受到創傷，使掌管各種行為能力（記憶力、溝通能力、判斷

能力等等）的細胞，失去控制，無法正常連結，而導致人的思考、行為及情緒，都受

到影響。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5%A6%E9%83%A8%E7%96%BE%E7%97%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0%9D%E8%80%83%E8%83%BD%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5%8B%95%E8%83%BD%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8%AD%98


    退化性神經疾病、心血管疾病（影響大腦血液循環)、外傷（跌倒、腦震盪等

等）、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如腦膜炎）、長期酗酒、吸毒、各類腦水腫等疾病等，都

可能造成失智症。另外，基因遺傳也是一部分原因。 

四、失智症早期症狀及警訊 

   1.早期症狀 

 記憶力衰退。 

 注意力減弱。 

 意識混亂。 

 個性或行為改變。 

 冷漠、孤僻或憂鬱。 

 無法好好處理生活瑣事。 

   2.極可能為失智症的嚴重警訊 

 很常記不住事情，甚至完全忘記。 

 情緒變化起伏大，而且沒有原因。 

 對以往喜歡的事，不再感興趣。 

 想不起一些很簡單的字，講一些令人完全不懂的話，或是不懂別人在說什麼。 

 想不起來某些地方的位置，或是完全不曉得自己在哪裡，或者以為自己活在過

去。 

 對抽象事物不了解，例如不知道數字的概念。 

 判斷力變差，例如不知道天氣冷要怎麼穿，或是空間概念失調，無法釐清距離

或方向。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senior-healthcare/what-you-can-do-to-prevent-elderly-falls/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health-tips/alcoholism-treatment/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senior-healthcare/how-to-deal-with-depression-in-the-elderly/


五、如何預防失智症 

    1. 規律運動有助於心血管的運作及循環，能讓血液和氧氣流進大腦，不要常常

久坐。快步走、騎單車等，或是強度較高的慢跑、游泳、強化肌力的運動，如伏地挺

身和仰臥起坐。 

    2. 飲食控管，飲食少鹽糖有助於預防失智症。足夠的蔬菜及水果，補充蛋白質

的食物，如魚、蛋、肉、豆子、豆類植物等；每天喝六到八杯水，選擇低脂牛奶或無

糖飲品。 

    3.地中海型飲食，它的主要飲食內容為少吃紅肉、多吃穀物、蔬菜、水果。魚和

家禽類的肉，每星期至少吃兩次，油脂以堅果、橄欖油或其他健康油為主。此外，請

少吸菸和喝酒。 

4.參加強化心智的活動讓自己的心保持活躍，助於強化大腦對抗疾病的能力。

如:參加社區活動、學習使用智慧型手機、玩拼圖、紙牌類遊戲、棋盤遊戲、閱讀、

寫作、跳舞等。參予社交性活動，如社區大學的園藝、烹飪、學樂器等課程，或擔任

志工、和親友多聯絡感情，一同出遊、吃飯等。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senior-healthcare/three-types-of-exercises-good-for-the-elderly/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health-tips/tips-to-help-prevent-deep-vein-thrombosis/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fitness/speed-walking-keeps-you-healthy/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senior-healthcare/three-types-of-exercises-good-for-the-elderly/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fitness/tone-arms/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fitness/tone-arms/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nutrition/non-meat-protein/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nutrition/non-meat-protein/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centre/heart-disease/mediterranean-diet-to-prevent-heart-disease/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nutrition/benefits-and-types-of-nuts/
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y-living/health-tips/music/


貳、 失智症照顧重點及照顧技巧 

    伴隨失智病程進展，失智者的認知功能及自我照顧能力逐漸步退

化。照顧者必須依失智者在行為與身體功能上的變化，適度調整照顧方

式與溝通方式。 

  一、照顧重點 

1. 處理日常生活事務的能力日漸困難，主因為每一位失智者腦中受

損的部位及程度不盡相同，會出現不同障礙，照護上也需要有個

別差異。 

2. 語言表達上可能出現：無法理解你所說的話或只理解一部份、讀

寫能力逐漸退化、失去社交技巧，可能會打斷他人言談、對他人

言談充耳不聞、流暢但無意義的言語、無法以恰當的方式表達情

緒感受等，以致於產生溝通不良問題。 

3. 居家環境安排方面，需要特別留意防止意外的發生，保障生命與

財產的安全。居家環境及活動安排能提供失智症者適度的刺激與

活動機會，讓失智者在環境中能感到自在與安定，發揮失智者僅

存的最大功能，降低依賴性。 

  二、照顧技巧 

1. 日常生活照顧:宜定期追蹤檢查及維持身體健康，避免身體不識 

2. 影響而出現混亂行為。白天協助安排活動及接觸日光，減少白天

睡覺、布置具安全感之室內環境助於夜眠並且晚餐後少喝含咖啡

因之飲料，限制喝水量，減少半夜尿床或起身上廁所的機會。 



3. 安排規律生活作息:每天安排身體活動時間並且將吃飯、上廁

所、沐浴洗澡及刷牙洗臉等都當做活動來安排。活動與活動之間讓失

智者休息並且依據長者的喜好與興趣來規劃活動。 

4. 進食方面要攝取足夠水份、營養及纖維。勿吃過飽，兩餐間補充少量水

果、低熱量食物。勿同時進食固體及液體的食物，糯米粘性強不易咀嚼

的食物盡量避免。評估咀嚼及吞嚥能力，避免嗆咳或哽塞；勿急促進食

以不疾不徐的指令，引導失智者咀嚼及吞嚥。 

5. 維持口腔清潔以及避免牙齦感染，造成發炎不適，影響情緒、進食、睡

眠等。 

6. 失智者記憶力退化，會忘記已經過飯或服用藥物，還會要求再吃東西，

請勿與他爭辯。採用轉移注意力的技巧，如：「好！想吃什麼，我去做

給您吃，您先看一下電視。」並順勢選擇患者有興趣之主題，轉移其注

意力。 

7. 失智者常找不到廁所，可以將馬桶或小便斗的圖案或在廁所門上設有標

示，馬桶周邊顏色要鮮明，讓失智症者容易看到與辨識廁所方向。定時

引導上廁所、預測需要、辨認尿意訊號 （如拉扯褲子）。選擇容易穿脫

的衣物並且攝取足夠水分及纖維質、每天固定活動身體以利排便。睡前

減少飲水量，以降低半夜上廁所頻率或失禁的機會，對於失禁的失智者

要有耐心，顧及尊嚴並且減少尷尬的感受。記錄大小便情形，長時間未

排尿或解便時，要注意是否有便秘及感染問題。便秘嚴重者，與醫師討

論使用促進腸蠕動或軟便的藥物來協助改善。已無法如廁者，建議復健

褲或紙尿褲以吸收力較佳的材質或鋪看護墊，以免弄濕整個床墊或棉被 

8. 穿衣服:選擇簡單、易穿脫的衣物，讓長輩有自主選擇及決定權，選擇

種類二選一即可。將衣物已穿脫衣順序排好，讓失智者自己穿。天氣改



變時協助增減衣物。對於失智者喜歡穿的衣服，多準備幾套並且協助將

每日衣物放置固定地方或掛好，鼓勵他自己穿。 

9. 洗澡:評估失智者最適合洗澡的時間並且維持洗澡的習慣，固定洗澡時

間及方式。沐浴完成後立即鼓勵患者，例如：香噴噴、帥、好美、真

棒，使用安全暖爐使浴室內溫暖，為減少錯覺產生，浴室內光線要明

亮。地面及浴盆要也止滑設施、扶手，準備衣物之外亦可以放失智者喜

歡聽老歌。提供足夠的時間，讓患者自己在日曆上作記號，助於確認自

己洗澡時間。重視隱私與舒適，動作溫和，可予大浴巾包身體，或在背

後協助以減少尷尬。 

10. 在與失智者互動前應事先告知及說明，以增加其安全感。 失

智長者發脾氣時，以溫和口氣安撫，善用健忘特性，稍後再處

理。多給予讚美以增進失智長者配合度、降低抗拒；傳達訊息

時，應簡單明瞭，最好少於 10 個字並且搭配肢體語言、圖片或

實物做輔助。與失智者溝通時聲調應溫和、友善。 

 

  

 

 

 

 

 

 



參、 失智症照顧資源 

一、 醫療資源 

        為達到「早期發現，早期介入」之目標，花蓮縣吉安鄉擁有充

裕、完整及優質可近性高的失智症醫療服務。 

        本市有失智症門診之醫療院所如下： 

醫院名稱 看診科別 電話/地址 

花蓮慈濟醫院 身心科/神經內科 
03-8561825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 

台灣基督教門諾

醫院 
身心科/神經內科 

03-8241234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4號 

部立花蓮醫院 身心科 

03-8358141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國軍花蓮醫院 神經內科 

03-8260601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

路 163號 

台灣基督教門

諾醫院壽豐分

院 

身心科/神經內科 

03-8664600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

52號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AqLpX5rkKKuXr7wP3_-9yAk&q=%E5%8F%B0%E7%81%A3%E5%9F%BA%E7%9D%A3%E6%95%99%E9%96%80%E8%AB%BE%E6%9C%83%E9%86%AB%E7%99%82%E8%B2%A1%E5%9C%98%E6%B3%95%E4%BA%BA&oq=%E5%8F%B0%E7%81%A3%E5%9F%BA%E7%9D%A3%E6%95%99%E9%96%80%E8%AB%BE&gs_lcp=CgZwc3ktYWIQAxgCMgIIADICCAAyAggAMgQIABAeMgIIJjICCCYyAggmMgIIJjICCCY6BAgAEEc6BQgAEM0COgQIABANUIPJB1jIzgdg5-oHaABwAngAgAE9iAHxApIBATeYAQCgAQGqAQdnd3Mtd2l6yAEHwAEB&sclient=psy-ab


二、 社區資源 

1. 社會福利：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重大傷病卡等都是失智者

用的到的社會福利，可請洽詢各縣市衛生局、社會局、社團法人

台灣失智症協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醫

院社工人員、社福單位、各縣市家庭照顧者協會或總會等。 

2. 照顧資源：日間照顧中心、喘息服務、居家服務、居家護理、護理

之家、養護機構、輔具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等，不同的單位

可提供給您不同的服務。 

3. 法律須知：失智者在病程中由於逐漸會對金錢、財產以及生活上的

基本行為失去辨識與處理能力。導致患者不自覺的揮霍財物，特

別容易遭到詐騙集團有計畫的詐騙、侵佔與非法移轉財產等事

宜，引起許多法律糾紛。多認識與瞭解法律知識和法律資源，將

可保護其自身的財務安全與權益保障。『監護宣告』重在保護受監

護人，監護事務並保護其財產。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辯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的程度時，得為『輔助宣告』。 

 

單位 諮詢電話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03) 8225144 

法律扶助基金會 (03)822-2128 

4. 安全防護：防走失手鍊、預防走失布標、衛星定位器、預 

防走失指紋捺印 

 

 

 

 



肆、 照顧者支持服務 

    照顧失智者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程，失智病程進展接受到許多照顧

上的挑戰，不僅耗損體力，同時也耗損心力。家庭在照顧失智者的歷程中，

宜多與他人交流、學習照護技巧，同時需要有人陪伴、鼓勵，也需要有人

可以傾吐心中壓抑的情緒，倒出心中的垃圾。 

    花蓮縣成立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建立失智共照平台，整合失智社區服

務據點等資源，推動認識與關懷失智症的宣導活動，辦理失智者認知及家

屬照顧 ( 支持 ) 課程，營造失智友善社區環境，讓失智者及家庭在社

區中能獲得服務，目前花蓮縣共有五處共照中心、三十三處失智社區據點。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則是提供失智者的認知促進、緩和失智症病程，

家屬支持團體 ( 輔導諮商 )、家屬照顧課程及其他相關失智照護服務等。 

自97年起失智症長者已納入長照十年計畫，失智症長者可經專科醫師評估，

判定失能或失智程度，按其需求提供適切長照服務，而 106 年衛生福利

部長照十年計畫 2.0擴大將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納入服務對象，積極建

構多元連續之失智症老人照顧體系，擴大失智症照顧資源，並建立失智症

家庭照顧者支持系統。 

 

 

 

 

 

 

 

 

 

 

 



伍、以社區為主，打造失智友善生活環境 

    經推估目前臺灣失智人口已逾 28萬人，且有九成居住在社區中。衛生福利

部積極推動各地失智友善社區，藉社區網絡連結社區中的商家、郵局、寺廟、

醫療院所、派出所等各場域組織及鄰里成為共同守護力量。 

    長照 2.0業將 50歲以上疑似失智及確診失智症患者納入服務對象，針對失

智且失能之個案，除可使用長照 2.0相關服務項目（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

庭托顧、專業服務、交通接送及喘息服務等）外；另為了強化失智社區照護資

源，衛生福利部自 106年起積極結合各縣市醫事、長照、社福機構（團體）等

服務單位，成立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打造綿密、符合需要

的失智照護服務網絡。失智共同照護中心陪伴失智者與照顧者不同階段的照顧

需求，並提供專業照顧諮詢，協助轉介醫療與長照服務，培訓失智照護專業人

才，協助社區成立失智服務據點，從醫療機構連結居家社區，搭建失智照護服

務支援系統。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提供失智個案或家屬安全看視、認知促進、緩

和失智、照顧者訓練及支持團體（輔導諮商）等服務。失智共同照護中心陪伴失

智者與照顧者不同階段的照顧需求，並提供專業照顧諮詢，協助轉介醫療與長照服

務，培訓失智照護專業人才，協助社區成立失智服務據點，從醫療機構連結居家社

區，搭建失智照護服務支援系統。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提供失智個案或家屬安全看

視、認知促進、緩和失智、照顧者訓練及支持團體（輔導諮商）等服務。 

    截至 109年底，全臺灣已有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95處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494

處，協助失智症者及其家庭，減輕照顧負擔。花蓮縣 109年成立 5處失智共照中心

及 33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衛生福利部邀請民眾一起關心失智者及家屬，用愛陪

伴，若有失智個案需要諮詢或安排轉介服務資源，可逕洽詢全國各縣市失智共同照

護中心（聯絡方式請見長照政策專區 http://1966.gov.tw），或以手機或市話直

撥 1966，將有縣市照顧管理中心專人提供申請長照相關服務資訊。 



「憶起找回笑容」3分鐘短片：https://youtu.be/PJR790B0IlE 

「愛在憶起，友善生活」4分鐘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7CBpfd8LE&feature=youtu.be 

 

 

 

 

 

 

 

 

 

 

 

 

 

 

 

https://youtu.be/PJR790B0I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7CBpfd8LE&feature=youtu.be


陸、資源附表 

  (一)身心障礙卡申請辦法： 

失智者之家屬或其照顧者可協助失智者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並依

其情況享有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 如居家服務及社區服務、社會保

險自付保費補助、輔具補助等 )。原則上醫師依據失智評估量表

予身心障礙之等級。有些家屬會誤以為只有肢體不便才算身心障

礙，而家中之失智者行動自如而忽略此項福利資源之申請。 

●申請對象 

1. 設籍本市。 

2. 失智症致影響日常生活功能與參與社會生活。 

●洽辦單位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區公所或鄉（鎮、市、區）公所。 

●應備文件 

1. 申請表。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3 個月內 1 吋半身照片 3 張。 

4. 印章。 

5.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初次鑑定者免持）。 

6. 受委託申請者須檢附受委託人之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或簽名）。 

7. 身心障礙者因障礙情況改變，自行申請重新鑑定者，應另 

檢具 3 個月內身心障礙相關診斷證明 

8. 如欲申請到宅鑑定者，請附上與失智症相關病歷摘要以及 

以下任一情形之診斷證明： 

(1) 全癱無法自行下床 

(2) 需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 

 



(3) 長期重度昏迷或其他特殊困難無法自行至醫院機構辦 

理鑑定。 

   ●申請流程 

1. 於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填寫「臺北市身心障礙證明申請

表」，由區公所發給「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後，至指定之鑑

定醫療機構辦理鑑定，經鑑定符合衛生福利部所定「身心

障礙等級」者，由區公所主動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2. 全癱無法自行下床、需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

備、長期重度昏迷或其他特殊困難無法自行至醫院機構辦理

鑑定者，由衛生主管機關請鑑定醫療機構指派醫師前往辦理

到宅鑑定。 

(二)重大傷病卡： 

屬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提供之福利，在於免除民眾因重大傷病

就醫時所需負擔龐大且持續的醫療費用，以避免因付不出醫

療費用而導致加重病情。 

失智症何時使用重大傷病卡 ? 

不是所有失智症者都可以申請重大傷病卡，只有當失智症者的病

程發展到某一階段會出現思維和行為的問題如聽幻覺、妄想…等

器質性病態，失智症 ( 具器質性病態 ) 限由精神科或神經科專科

醫師開具之診斷書並加註專科醫師證號，才可申請。 

●如何申請 

保險對象經特約醫療院所醫師診斷確定所罹患的傷病是屬於公告

之重大傷病時，可檢具下列文件郵寄或親自送件，向健保分區業

務組申請重大傷病證明。 

1. 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 

2. 特約醫院、診所開立三十日內之診斷證明書。( 診斷病名 

欄，應加填國際疾病分類碼 )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現場臨櫃申請者，請攜帶健保卡。 

4. 病歷摘要或檢查報告等相關資料。 

5. 特別重大傷病診斷，請另檢附相關文件。( 相關病名請詢 

問分區業務組 ) 

 

(三)相關安全防護： 

1.防走失手鍊 

    ●可申請處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其他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花蓮慈濟醫院失智共照中心。 

   ●申請對象 

 有走失之虞者（失智症患者、智能障礙者及精神疾病患者）。 

   ●應備證件 

 使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聯絡人（三人）電話、通訊地址等聯絡資料 

 免費申請者請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如身心障礙手冊或中

低、低收入戶證明、走失記錄等）。 

 自費申請者請繳交手鍊工本費及服務費，第一年 700 元 

    （含工本費及服務費），第二年起每年 500 元服務費。 

    ●手鍊領取日期 

    郵寄方式－以掛號寄回（請附掛號回郵信封需貼足30元郵票） 

    親自領取－以電話通知前來領取。 

    ※ 再申請之處理程序：為方便使用者因手鍊遺失或毀損，需重 

       新製作時，將酌收工本費 200 元。 

 



      2.預防走失布標 

         為幫助走失迷路之失智者順利返家，台灣失智症協會提供愛 

       心布標給具行動力之失智者。家屬可將愛心布標縫在失智者常 

       穿的衣服、背包、帽子，以利警察或路人辨識及協助。免費提 

       供20張布標籤，多於20張請自由樂捐，以利更多有需要的失智者 

       可使用到此資源。 

布標範例： 

 

 

 

 

申請網址： 

 

 

 

      

      3.預防走失指紋捺印    

    ●申請指紋捺印 

   家屬或監護人可陪同身心障礙者向各縣市警察局申請捺印 

   指紋，當身心障礙者走失尋獲後，可透過警察局的指紋比對 

   系統，確認尋獲之身心障礙者的身分，通知其家屬或監護 

   人。 

 申請對象：設籍臺北市持失智症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之市   

             民、家屬或監護人。 ( 無身心障礙證明但已確診 

             為失智症長者，可檢附診斷證明書影本 )。 

 申請手續： 



   至花蓮縣吉安分局申請。 

 申請時應填寫申請書，填寫當事人及申請人之基本資料。 

   繳驗證件並核對資料。 

 貼 2 吋正面照片乙份，留各市、縣（市）警察局建檔保存。 

 親領身心障礙者至各市、縣（市）警察局申請捺印指紋， 

並貼相片 1 張於指紋卡上。繳驗證件：(1) 申請人印章。(2) 身

心障礙者 2 吋正面相片 2 張。(3) 戶口名簿或身心障礙手冊。 

 

      (四)吉安鄉失智友善組織及商家一覽表 

序號 單位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1 永安村村里辦公室 吉安路一段 144號 0937164765 

2 宜昌村村里辦公室 吉祥九街 19號 0975592951 

3 北昌村村里辦公室 建昌路 86號 0928876633 

4 太昌村村里辦公室 太昌路 488號 0921632962 

5 仁和村村里辦公室 中正路二段 276號 0932650266 

6 仁里村村里辦公室 南埔 8街 12號 0983680083 

7 勝安村村里辦公室 民治路 329巷 6號 0932650025 

8 吉安村村里辦公室 中興路 180巷 17-1 0921098309 

9 永興村 村里辦公室 永興村 4鄰 57號 0932521237 

10 福興村村里辦公室 福興四街 39號 0911275511 

11 慶豐村村里辦公室 慶北 3街 505號 0932654925 

12 干城村村里辦公室 吉安路 6段 238號 38526086 

13 稻香村村里辦公室 吉興路 2段 30號 0938797527 

14 光華村村里辦公室 
光華 3街 212巷 23

號 
0911862487 

15 仁安村村里辦公室 南海四街 26巷 9號 0921634208 

16 東昌村村里辦公室 東里 15街 6021 0932771102 

17 南華村村里辦公室 吉安路五段 231-1 0933488549 

18 永安村社區發展協會 吉安路 1段 114號 0935143999 

19 宜昌村社區發展協會 吉祥 6街 52巷 9號 8153041 



序號 單位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20 北昌村社區發展協會 自立路 18號 8577346 

21 太昌村社區發展協會 太昌路 488號 0921632962 

22 仁和村社區發展協會 南海三街 314號 0932650266 

23 仁里村社區發展協會 仁里 8街 95號 0919534795 

24 勝安村社區發展協會 永勝街 22號 0921192803 

25 吉安村社區發展協會 
中興路 180巷 17-1

號 
0921098309 

26 永興村社區發展協會 永吉三街 57號 8526593 

27 福興村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路 158巷 1號 8531511 

28 慶豐村社區發展協會 慶北一街 237號 0939874848 

29 干城村社區發展協會 干城一街 97巷 1號 38531044 

30 稻香村社區發展協會 廣賢路 1段 319號 0928299191 

31 光華村社區發展協會 光華三街 207號 0972600386 

32 仁安村社區發展協會 海岸路 305號 8522163 

33 東昌村社區發展協會 東海六街 74號 0928298877 

34 南華村社區發展協會 吉安路 5段 262號 0910551416 

35 南昌村社區發展協會 文化七街 62之 1號 0928298286 

36 台視攝影 中華路二段 245號 8537495 

37 門諾會吉安教會 吉昌二街 288號 8531823 

38 仁愛藥局 中山路三段 280號 8511635 

39 慶天宮 中山路三段 390號 
8525307             

0928783122 

40 川盛牙醫診所 吉安路二段 271號 8530246 

41 慶豐麵店 中山路三段 338號 0930901092 

42 國安郵局(花蓮總郵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408號 
8338698 

43 友善的手 醫療器材 
中山路三段 98巷 18

號 
8537129 



序號 單位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44 紅瓦甕仔雞 
中山路三段 98巷 12

號 
8525789 

45 吉安鄉衛生所 吉安路二段 132號 8521113 

46 慈濟醫院 中央路三段 707號 8561825 

47 吉安鄉鄉公所 吉安路二段 168號 8523126 

48 富邦人壽花福通訊處 中山路三段 63號 
0938166652             

8535787#201 

     (五)衛生福利部獎助花蓮縣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設置一覽表 

編

號 

小

區 
服務單位 

活動地點 聯繫方式 服務時間 

據點活動地址 連絡電話 
週

一 

週

二 

週

三 

週

四 

週

五 

週

六 

週

日 

1 

吉

安

鄉 

社團法人花蓮縣老

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二段 37

號 
03-8573727 

全

日 

全

日 

全

日 

全

日 

全

日 
  

2 

吉

安

鄉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吉

安鄉慶豐村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

三段 464號 

03-8572158 

轉 2787 
    

全

日 

全

日 
 

3 

吉

安

鄉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吉

安鄉勝安村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慈惠三

街 136號 

03-8572158 

轉 2359 
  

全

日 

全

日 
   

4 

吉

安

鄉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吉

安鄉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德街

1號 

03-8572158 

轉 2315 

全

日 
  

全

日 
   

        

 



      (六)、花蓮縣日間照顧中心一覽表 

序

號 
單位名稱 服務區域 連絡電話 地址 收托時間 

1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附設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 

吉安鄉 

03-8358141 

分機 1102 

花蓮縣花蓮市

民生里中正路

600號 

周一至周五 

2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

民眾診療服務處附設

一般護理之家 

花蓮市、吉安鄉 

新城鄉、秀林鄉 

03-8263151

分機 815187 

花蓮縣新城鄉

嘉里村嘉里路

1 63號 

周一至周五 

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

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

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吉

安社區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新城鄉、壽豐鄉 
03-8544030 

花蓮縣吉安鄉

仁里村仁里五

街 177號 

周一至周五 

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

之家附設山青社區長

照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新城鄉 

03-8223111 

分機 602、

624 

花蓮縣花蓮市

民意里府前路

2 9號 

周一至周五 

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附設私立花蓮慈濟

社區長照機構 

花蓮市、新城鄉  

吉安鄉、秀林鄉   

壽豐鄉 

03-8561825 

分機15296 

花蓮市國慶里

中山路一段 3

巷 25弄 36號 

周一至周五 

6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

之家 

花蓮市、吉安鄉

新城鄉 03-8509236 

花蓮縣花蓮市

民立里民權路

1 25號 

周一至周五 

7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

設花蓮縣私立壽豐社

區長照機構 

吉安鄉、秀林鄉  

壽豐鄉、鳳林鎮  

萬榮鄉 
03-8662100 

花蓮縣壽豐鄉

志學村中山路

三段 80號一

樓 

周一至周五 



   (七)、花蓮縣失智症老人團體家屋及失智專區一覽表 

序號 單位名稱 服務區域 連絡電話 地址 網址 

1 

花蓮縣美崙失

智症老人團體

家屋 

全縣境 03-833-8500 
花蓮市民權四

街 2號 

https://slsc

.org.tw/ 

2 
花蓮縣衛生局

-失智專區 
全縣境   

https://www.

hlshb.gov.tw

/News.aspx?n

=2112&sms=10

093 

3 

花蓮縣長期照

護中心 -失智

專區 

全縣境   

http://long-

term.hlshb.g

ov.tw/dement

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