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篩檢失智症可能族群並提供相關後續 

資源。

3.提升失智症患者社會活動的參與和生活

品質。

本計畫參與活動民眾約：1,050人 

（依發出去的贈品數推估）

完成初篩且為有效量表民眾：930人 

（量表：AD8，施測者：受訓過扶輪社志工）

初篩為疑似失智個案轉二階段篩檢民眾：105人 

（量表：MMSE，施測者：醫院臨床心理師）

二階段篩檢為高風險個案，轉介醫院就診民眾：

16人

實際就診民眾：13人

實際就診且確診為失智症患者：9人

成果簡述：

（一）整體成效：

1.提升民眾對延緩失能及失智症的了解與

保健預防。

3470地區「愛不遺忘，憶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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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訓扶輪社員及社區民眾成為社區失智

症的關懷種子，持續協助社區失智症患

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二）扶輪社員參與：

1.藉由醫療專業團隊所設計的初步失智

症篩檢量表與操作步驟，讓每位扶輪社

社員可以在培訓後，親自走向第一線與

每位民眾接觸，協助其本人或家屬評估

是否為失智症的可能患者，達到預防或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宣導與初篩

功效。

2.透過專業團隊設計之各式活動，提供失

智患者及家屬了解如何延緩自身身心退

化，提升自我照顧能力與社會參與，進

而擁有更佳的生活品質與自信心。

3. 社長、社員、工作

人員及照顧者等，一

同陪伴每位參與活動

之患者、家屬及支

持者，透過手作、遊

戲、體適能及健康衛

教等，對每位個案及

家屬提供最佳的關懷

與支持力量。

4.活動結束之後，每

位參與培訓之扶輪社

員可將所學知識與技

巧，持續於社區發揮

對失智症患者及家屬的關懷與協助，成

為社區的小小尖兵。

（三）此計畫對社區長期的影響：

1.有效推廣民眾對於失智症的認識與關

懷、照顧。

2.透過活動初篩發覺出許多未被發現的隱

性個案，也藉由活動過程當中，達到有

效的資源提供、疾病認識、照顧技巧學

習與自我保健方式使用之效果。

3.讓更多民眾重視失智症議題，並懂得如

何關懷、尊重、照顧與陪伴。

4.受訓過之扶輪社員與社區民眾將可持續

於社區扎根，協助守護社區的失智症患

者與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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