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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查詢：2117-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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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言語及聽覺科
學部吞嚥研究所花了兩年時，

訪問了本港 34 間長者院舍和 21 間
政府資助日間護老單位共 6256 名長
者。他們發現 6 成住在院舍及 4 成
生活在日間護老中心的長者都有不
同程度的吞嚥障礙，但是，這些機
構都沒有聘用全職或兼職言語治療
師，更鮮有為長者進行專業的吞嚥
診斷治療。他們從這項研究推測：
本港大約有 4 萬 5 千多名安老院院
友患有不同程度的吞嚥障礙，情況
令人關注。

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部陳
文琪博士指出：言語治療師的工作
主要針對口、舌及喉嚨肌肉運作，
除了言語治療外，吞嚥治療亦是他
們的重點，特別是中風、柏金遜症、
認知障礙症、曾患頭頸癌長者，以

至鼻咽喉曾經接受電療的人，都是
吞嚥障礙的高危族。

究竟吞嚥障礙是什麼一回事
呢？原來，輕度是咀嚼出現問題，
口水分泌減少，影響食物消化；中
度是咽喉肌肉控制不調，咽喉不能
張開吞食物，會容易錯入呼吸道（俗
稱落錯隔）引起咳嗽；嚴重者是吞
食物而不會咳嗽，但食道蠕動能力
差，食物不能帶去胃部。初期患者
會流口水、說話不清，至中後期或
出現強烈咳嗽、食物從鼻孔噴出、
甚至感到食物撐著胸膛或有窒息感
等徵兆。

為了改善吞嚥有困難的朋友，
他們會評估患者喉嚨肌肉的蠕動能
力及程度，以及教長者如何加強肌
肉強度，也會建議及調配適合吞嚥
的食物軟硬度，以免食物在吞嚥時
落錯隔，增加哽塞或肺炎的風險，
因為嚴重時會導致死
亡。

研究小組又曾

經到訪 22 間長者院舍及 20 間日間
護老單位，與 878 名長者進行吞嚥
評估，當中 43% 長者有吞嚥障礙，
他們生活質素較其他人為低。另
外，小組用問卷訪問了 504 名院舍
前線員工和 93 名患有吞嚥障礙長者
的家屬，結果發現：無論員工及家
屬對吞嚥安全的相關認知及技巧只
達到合格 60 分。其中必須改善是他
們沒有在餐後檢查長者口中殘餘食
物，其次是要改善餵飯時的溝通及
態度。他們又發現，有 2 成多受訪
前線員工需在同一時間為一位以上
長者餵飯。餵食過程成為例行公
事，「只想盡快餵完餐飯。」沒有人
會關心長者不肯進食原因。

如果遇上吞嚥障礙而不肯進
食，有員工用最直接方法是插鼻喉
或胃喉，其實，插鼻喉比插胃喉更
令人不安，但沒有人會關注，若患

者感到不舒服想拔走這些喉管時，
前線員工會綁起他們雙手，令長者
受苦。研究小組認為這做法是本末
倒置，亦是源自前線員工或家屬對
吞嚥安全缺乏相關認知及技巧。

因此，陳文琪博士建議政府撥
出資源，短期方面可以在護老課程
中增加吞嚥安全知識、或者長遠做
法是在護老機構設立駐院或兼職的
言語治療師，評估長者吞嚥安全。
至於目前沿用中的醫療劵，希望適
用於吞嚥障礙方面。

最後，她建議長者們吃飯時不
說話，含著飯說話最易嗆咳，有些
長者以為飯淘上湯吃湯飯容易進
食，其實是不對的，因為愈容易吞
嚥，亦愈容易「落錯隔」。

如果你的護老機構發現有不少
長者有吞嚥困難，又或者你想提高
前線員工對吞嚥治療的認識，可以
致電吞嚥研究所3917 1568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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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馬挑戰跑出不一樣的服
侍長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