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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腦中風個案對遠距居家照護需求探討－從主要照顧者照護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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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遠距居家照護為近年來長期照護重點發展趨勢，台灣亦將「遠距居家照護服務」列為我國 2008

年新興服務產業的發展計劃之ㄧ。老人因為身體功能的退化又加上中風，其功能障礙直接衍生後

續照護問題也容易成為長期照護的服務對象，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工作與壓力將更為沉重。許多研

究亦指出中風主要照顧者對照護資訊需求常未被滿足，因此，相關長期照護資源的如何獲得，其

便利性、可近性及充分性對照顧者而言更顯重要。但對於目前遠距居家照護服務系統的開發、建

置或技術設計、營運評估等，需要同步關注及了解老年個案主要照顧者的需求與看法，才能具體

發揮與落實遠距照護的服務價值與成效。因此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居家老年中風個案之主要照顧者

收集對遠距居家照護究竟有那些需求，期望研究結果能使得遠距照護服務效益更貼近老年長者及

照顧者的期待與需要。 

2. 文獻回顧 

根據研究指出台灣約有 76%腦中風病人出院後返家照顧，主要照顧者在面臨中風老人出院返

家時承受許多照顧壓力及照顧技巧的困難，例如：疾病發生的導因、疾病的病程、照護重點、如

何在居家進行復健、如何預防腦中風復發、中風發作時的徵象、中風發作時的緊急處置、服用藥

物應該注意事項、或有哪些資源可以提供居家照護上的協助等。老年腦中風病患居家照護問題多

元且複雜性高，因此往往造成照顧者在照護上產生極大的焦慮與壓力(McCullagh et al., 2005)，使得

家屬成為提供病患照護中另一群迫切需要被關注的「隱形病人」。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已知老年腦

中風在居家照護上需要的協助包括有：生理照護監測、照護知識訊息提供、照護技巧指導、緊急

狀況與處理以及如何能夠運用照護資源等方面。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早於 2007 年開始推動「遠距照

護試辦計畫」，其中居家式遠距照護主要的服務對象包括臥床、行動不便、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及

其家庭照顧者，此服務模式就是期望能結合專業照護服務與在地資源，透過科技化的導入提供居

家中相關生理監測、遠距衛教服務、生活資源轉介及緊急狀況處理等服務項目(Asua et al., 2012; 

Richard, 2012)，使照護服務能更有效地提供全天候、不分時段又有效率的服務品質。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描述性相關研究，以立意取樣針對北部某三家教學醫院 120 位老年腦中風患者主要

照顧者為研究對象，排除付費關係之照顧者（如：本國籍照護服務員或外籍看護工等）。研究工具

包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照顧負荷量表、SF-36 健康量表及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量表

（其中包括：生理監測需求、照護知識訊息需求、相關照護技巧需求、緊急狀況諮詢與處理需求、

社會資源運用需求及整體遠距居家照護需求等六大構面）共計 78題項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 

4.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居家老年腦中風照顧者以女性最多(72.5%)，平均年齡約為 53歲，與個案之關係

以子女佔最多數(42.5%)，另外照顧者自覺家中經濟狀況夠用者最多(65.8%)，且在照護費用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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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上由所有家人平均分攤照護支出者也約有六成。對於本研究中有關老年腦中風患者主要照顧

者對遠距居家照護需求構面上的結果發現：照顧者對「整體性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的平均得

分屬中度需求，而在六大需求構面中以「緊急狀況諮詢與處理需求」得分最高，「社會資源運用需

求」得分最低（參閱表 1）；其中「緊急狀況諮詢與處理需求」中又以「提供腦中風發作可能症狀」

與「家人發生緊急狀況時如何立即就醫協助」二題得分最高；而在「整體性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

求」上，以主要照顧者為子女、有家人或親友輪替照顧或家中成員能共同擔負照護與生活費用的

照顧者表達較高的需求。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男性照顧者對「整體遠距居家照護需求」得分及「生

理量測需求」得分均高於女性；而在「照護知識訊息需求」與「緊急狀況諮詢與處理需求」得分

則以子女為照顧者的得分最高。由於本研究照顧者對整體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平均得分屬中

等，雖然研究個案平均罹病時間多為 37個月，且多為初次中風患者，但可能因為收案地點為北部

地區，其中醫院與相關醫療資源均較為豐富之故，因此有可能無法完整反映出受訪照顧者對遠距

照護的真實需要，另外有關受訪的主要照顧者自訴經濟夠用者佔近七成，且多為中年女性又有家

人輪替照顧，可能亦因此使得本研究在「社會資源運用需求」得分分數最低。 

5.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老年腦中風患者主要照顧者在整體性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程度為中等，其中

得分最高為「緊急狀況諮詢與處理需求」，而「社會資源運用需求」得分則最低。整體遠距居家照

護服務需求的相關因素中，照顧者為子女、有家人或親友輪替照顧、及照護費用能由家人共同擔

負者則表達對遠距居家照護服務有較高的期望。綜合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應用建議：(1)建議未來

在設計或導入遠距照護服務系統與開發時可同步了解照顧者的需求，以真正貼近居家個案照護上

的協助與支援；同時，(2)對於遠距居家照護服務產業的開發或系統設計上，除了解照顧者的觀點

外，尤其對於不同性別或與長者不同關係的照顧者及照顧者的經濟狀況等因素加以了解，才能透

過客製化的設計強化未來遠距居家照護服務發展的應用價值。 

表 1. 主要照顧者對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得分(N=120) 

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構面 
自覺居家照護需求 自覺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整體遠距居家照護服務需求 63.83 25.20  61.63 27.44  

生理量測需求 2.66 1.21 2 2.32 1.41 4 

照護知識訊息需求 2.50 1.28 3 2.50 1.33 2 

照護技巧需求 2.44 1.35 4 2.36 1.43 3 

緊急狀況諮詢與處理需求 3.15 1.03 1 3.06 1.17 1 

社會資源運用需求 1.82 1.19 5 1.85 1.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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