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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宣言》 

一个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注定就要丧失自由、尊严和享受生活的权利吗？     

我们——爱默智阿尔茨海默病护理中心的创始人及团队，不接受这样的定论。 

因为我们不愿意看着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失去这些作为人而言最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们采用全新的视角来思考最佳的照护方式，致力于保障每位入住机构的长者

及其家人的身心康乐与舒适，而不过度依赖药物。 

为此，我们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科学研究的照护方法，同时将个性化照护原则   

贯穿于照护的始终，充分考虑不同情境下每位长者的情感和行为。 

得益于我们多年的照护实践以及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这套照护方法得以不断

充实，从而保证了它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我们坚信，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其家人尽可能长久地保留享受生活的能力，

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因如此，我们围绕以下八大原则展开照护，日复一日地与疾病

做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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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快乐至上 

愉悦感是极佳的抗抑郁药物。重拾的快乐能直接带来成就感，提升自我效能感

并且加强个人自尊。我们的团队将长者当下的愉悦感放在首位，并以此为手段，激

发诸如温情、友谊和爱情等积极情感，成功地帮助他们维持、提升认知能力和感官

功能（如记忆、言语、嗅觉、听觉等） 。 

 

具体做法： 

◼ 我们的治疗活动注重娱乐性。 

◼ 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活动供长者选择，让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活动。 

◼ 我们注重激发每位长者参与娱乐活动的欲望，用心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并           

在组织活动时予以充分考虑。在机构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 长者可以携带宠物入住，爱默智运营的每所护理机构也都有自己的吉祥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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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平衡并重  

当长者身体状况良好时，他（她）所处的那种舒适状态是直观可见的。在我们

的机构中，我们的照护方式从整体出发，既注重长者的身体健康，也重视他们的心

理健康，整套照护方法协调统一。长者的各种需求在机构内部就能得到满足（大部

分时候长者不必外出就诊，在机构内部即可完成）。以长者体重管理为例：我们会

密切关注入住长者的体重曲线，一旦长者出现进食问题等健康问题，我们便能迅速

发现并及时做出反应。 

 

具体做法： 

◼ 面对长者的行为障碍，我们始终从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来寻找线索、推测可能的原因。 

◼ 我们的每个机构都配有多学科团队（运动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等），此外还有  

医疗健康领域的自由执业者构成的关系网，诸如牙医和足疗师等专业人员可以来

机构为长者提供服务。 

◼ 每天跟踪观察长者的主要常量，如补液情况、食物消化、营养摄入状况，以预防  

可能出现的疾病。 

◼ 使用专门的软件管理医疗信息，确保信息可溯。每位参与照料患病长者的工作人

员都能通过自动化系统获取与其相关的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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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动自由是患者的基本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自由都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我们不能让疾病剥夺长者的

这项权利。与限制患者行动的惯例做法相反，开放的空间其实有助于避免长者出现

紧张情绪，减少长者的行为障碍。只有保障长者在机构内部的行动自由，才有可能

创造出让他（她）平静下来的环境。此外，开放的空间有利于长者游走，这种简单

的体能活动对长者的心理、身体、智力和情感等方面有诸多好处。我们深信，允许

长者在机构内部自由走动，对改善其精神状态有很大好处，所以应该接纳由此带来

的一定程度上的风险。 

 

具体做法： 

◼ 机构建筑经过改造，方便长者安全游走，且不论何时都能确保长者通行无阻（涉

及游走路线、灯光、无障碍通行坡道等）。 

◼ 选用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意外的各类物品或家具。 

◼ 除了进出机构的大门外，机构内部连通不同空间的门保持常开。 

◼ 每个机构都有一个大花园，每位长者都可以自由通行，包括坐轮椅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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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属参与至关重要 

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痛苦的不只有长者，照料他们的亲人往往也身心俱疲。   

至亲出现行为障碍时，束手无策的家属会觉得孤立无援。这不利于改善长者的情

况，因为只有家属坚强有力，让长者安心并与长者保持平和的关系，长者的情绪才

会稳定，其生活质量才能随之改善。因此，在照护患病长者时，我们也关注家属的

痛苦与经历的困难，由此帮助家属与长者重建被疾病破坏的平和宁静的关系。 

得益于此，我们也发现家属们在我们的鼓励下，积极地参与到机构组织的外出

活动、家属见面会、节日庆祝等活动中。家属来到我们的机构中，感觉就像在自己

的家中一样。长者入住的机构是长者每天生活的地方，家属对机构印象良好，如同

对长者生活状态的积极反馈，这对长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具体做法： 

◼ 我们尽心照料长者，同样也倾听家属的痛苦并给予帮助。 

◼ 为长者家属安排单独的会面，让长者的家属参与制定长者个性化照护计划。                           

机构的心理咨询师也会在场。此外，我们也会邀请家属参与机构的生活和各种活动。 

◼ 为家属安排与机构工作人员单独交流的时间，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长者所患的  

疾病。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他们与患病亲人重建融洽的关系。 

◼ 家属随时可以探访长者，没有时间限制，也无需提前通知机构。机构的大门永远

向他们敞开，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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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要主动去适应患者的语言 

随着病情的加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会逐渐发展出一套“新的语言”（言语、

情感和行为表达），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很难理解他们想表达的意思。要想维持与

患者的有效沟通，正确回应他们的需要，从而避免触发患者的行为障碍、自我封闭

以及抑郁情绪，听懂他们的“语言”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爱默智运营的机构中，是

工作人员主动去适应长者的语言，而非等待长者来适应他们。因为正是通过主动    

理解长者的“语言”，我们才能帮助长者平静下来，进而改善长者的整体状况。 

 

具体做法： 

◼ 尝试解码长者的“非语言”表达，是我们一贯的要求。 

◼ 我们拥有规范的照护流程，让我们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具体、系统和有效地贯彻

落实阿尔茨海默病宣言倡导的原则，无论其专业起点如何。 

◼ 我们的团队会定期开会，分享、分析日常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以求最大

程度上了解每位长者并给予他们最佳的照护。 

◼ 面对长者的激烈情绪或行为，我们认为不应急于使用药物来解决问题。遇到这类情况，

我们会先尝试找到触发问题行为的原因，通过解决问题来让长者逐渐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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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维持社交关系是激发正向情感的关键 

维系社交关系是帮助长者保持康乐的重要方式。在爱默智的机构中，机构里的

日常生活及活动开展都会考虑这个方面，促进长者之间的社交和情感联系被给予   

重要地位。由此激发出的个体的正向情感能很快改善整体氛围，并让家属的看法   

发生改观。看到患病的亲人重新露出笑脸，在融洽的社交活动中放松身心，家属也

会反过来鼓励他们结交新的朋友，建立新的友谊。 

 

具体做法： 

◼ 鼓励长者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和情感联系。 

◼ 机构接受夫妻成对入住（即使其中一人没有患病）。 

◼ 工作人员和长者共同探讨决定就餐位置。 

◼ 通过组织外出活动、与当地机构的相关人员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促进长者与机构外

部的社交联系（文化活动，外出集体聚餐，外出散步，假期旅行等）。 

◼ 机构欢迎志愿者、外部人员参与机构的活动，并且在开放日向外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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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抓住一切机会让长者“动起来”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适当活动能够避免压疮，延缓肌肉

衰老，预防行走障碍和平衡障碍，改善总体的健康状况。活动对精神健康同样有   

好处。长者在运动过程中，能够重拾自由带来的乐趣，重建或加强友谊关系。 

在大型的小组活动中，受团体效应的影响，参与的长者能够相互促进，甚至一些与疾

病相关的问题如作息昼夜颠倒、想离开机构或夜游等，也可能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得到  

解决。 

  

具体做法 : 

◼ 工作人员会密切关注长者们的活动情况。 

◼ 机构建筑在设计之初或后期改造中，充分考虑促进长者行动的需求，提供规模不

一、方便无障碍通行的多样化场地。（尤其要为小组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充分

考虑就近原则） 

◼ 保证机构日常活动开展能在不同场地之间进行切换，避免场地过于单一。例如，

在适合中、大规模团体活动的大场地与类似家居空间的小场地之间切换，避免让

长者一整天都呆在同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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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位工作人员都要参与到照护计划中 

对长者的健康护理应该是完整的、协调一致的，如此才能有效。将每个气氛   

紧张的护理时刻转化为让长者放松的契机，与长者产生默契，那么长者将会倍感   

安心并给予信任。所以，爱默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会定期接受培训并参与到照护

计划中，为照护方法的全面成功做出自己的努力。正因如此，他们在参与照护时   

才更有信心、动力并且更为主动，由此拉近了他们与长者之间的距离。比如说，每

天的身体护理或身体清洁，是护理人员与长者默契合作的好时机，对长者同样具有   

治疗效果。这项日常工作不会被视为一项苦差事，因为它不仅对长者有益，对护理

人员同样也有好处。 

 

具体做法 : 

◼ 每位工作人员都会参与制定长者的个性化照护计划，并确保照护计划得到有效  

实施（例如，每位工作人员都可以参与组织机构中的活动）。 

◼ 每天的日常工作（如每日的身体清洁）都被视为工作人员与长者增进双方关系的

绝佳契机，这个过程也具有治疗的效果。 

◼ 我们的团队会定期接受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培训。 

◼ 我们制定的“应急预案和应对方案”让每位团队成员都有能力独立地、系统地贯彻

科学的照护原则，妥善处理各种情况，不管他们最初的职业水平如何。 

◼ 确保来自爱默智集团外部的工作人员正确理解我们的 8 大原则，从而保证我们  

照护方法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