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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發性腦退化症的定義



腦退化症

認知障礙症

老年(人)痴呆症

失智症 

Dementia



腦退化症

認知功能

● 用以思考，學習和處理訊息的大腦能力
● 認識客觀世界，獲得各種各樣知識
● 認知功能包括記憶力、專注力及語言能力
● 執行能力，決策能力，組織能力......

腦退化症 = 腦認知功能受損

腦退化症是大腦疾病令功能衰退



患病比率

主要為65歲以上年長人士

70歲以上長者: 每十名便有一名患者

85歲以上: 高達三分之一

香港只有約10%的確診率(確診人數遠比實際患病人數低)

● 大眾對此症認識不足或存在誤解，最終令問題演變得明顯嚴重才求助

腦退化症的患者數目估計將由2016年的11.5萬人大幅增加至2036年約28萬人*，為社
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資料來源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4



早發性腦退化症
65 歲之前出現腦退化症症狀

較少出現，在腦退化症人士中約有9%屬早發性腦退化症

按推斷，本港現時約有 3000 至 13,000人為早發性腦退化症人士 *

(不同資料來源數字各異 :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大醫學院腦神經科團隊據海外研究顯示 )



早發性腦退化症的症狀



正常老化

認知能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退步

通常都比較輕微

偶爾才發生一次

並不會對工作、日常生活及自理能力造成影響



腦退化症

衰退程度比正常退步更為嚴重及持續

● 如記憶力與數年前相比有明顯的退步，善忘的情況持續發生

對日常生活造成困擾

功能上的倒退

影響自理能力

以致日常生活、行為及情緒亦受影響





腦退化症
腦退化症不僅是令人失去記憶

多方面的認知功能衰退



大腦功能



記憶力下降
持續地忘記最近發生的事情

最常見的徵兆

忘記重要的約會或節日

重複問同一問題、重複購買同一物件、忘記或重複吃藥、以往自己可以處理的事情也
要依賴家人提醒

將物件放在不適當的地方，如把鑰匙放在冰箱裡，亦會因找不回這些物件而懷疑東西
被偷走



定向能力下降
混淆日子、時間、地方或人物

● 例如患者在餐廳去洗手間後，忘記座位的位置

● 後期腦退化症患者甚至會失去辨認自己最親的家人和朋友的能力



執行功能下降
以往熟識的工作程序開始變得困難

● 例如，家庭主婦煮飯的水準下降，或錯誤地計劃餸菜份量

難以集中精神，以致比以往需要更長的時間去處理同樣的事情

對複雜的工作感到困難，如計劃及組織事情



判斷力退步
未能理解身邊發生的事情及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 例如：亂過馬路或站在馬路旁猶豫不決，不知道應該怎樣或甚麼時候過馬路

對個人儀容整潔亦不如從前般在意

打理個人財務漸感到困難，購物找續時也常常發生問題



語言衰退
難以清楚表達自己及與人溝通

最初或會詞不達意，例如忘記一些簡單的詞彙，而運用其他的字詞來表達自己

● 例如有患者會忘記罐頭刀的正確名字，他們會問家人：「開罐頭的東西在哪裡？」

當病情惡化，患者或會完全失去語言溝通能力



異常情緒及行為

控制情緒的能力下降

導致他們的情緒起伏不定，與家人關係變得緊張

變得抑鬱、焦慮不安及常發脾氣

因為記憶力退步而出現妄想，例如懷疑個人物品被家人偷走



幻覺
幻視(像)，看到其他人看不見的東西，然而這些東西並不真實亦不存在

幻聽

與空氣交談，自言自語



性格及社交認知轉變

部分患者會變得固執、多疑、沉默寡言、對身邊的人或事漠不關心

變得被動，失去對工作和社交活動的熱誠及主動性

社交認知及抑制能力會變差，不加思考而作出衝動行為

● 例如在公眾場所談論一些別人通常不會討論的私人話題，或作出與性有關的不
恰當行為









早期

輕度的認知功能退步

只會為日常生活帶來少許不便

仍能自行應付日常自理，但需別人提醒

短期記憶轉差, 例如：無法記起剛發生的事情

難以表達和理解較抽象的概念

情緒或行為出現異常，疑心較重



中期

在日常生活中逐漸依賴家人的提醒及協助

需別人協助日常自理

混淆遠期記憶及現實情況

例如：誤以為自己仍要工作而跑到公司

出現用詞單調及不當的情況

容易混淆日期，時間，地點， 有機會在熟悉的地方迷路

情緒容易起伏， 性格有明顯轉變，甚至出現行為問題



晚期

依賴別人長期貼身照顧，包括餵食及大小便

失去記憶， 連熟悉的人和重要的事也有機會忘記

可能失去語言能力或只發出單音

對日期，時間及地點失去概念

性情行為轉變，變得被動

或需長期床／輪椅



早發性腦退化症的成因



最常見的腦退化症成因 (65歲以上)

● 阿滋海默氏症(60-70%)

● 血管/混合性腦退化症 (10-20%)

● 路易氏體腦退化症 (5-10%)

● 其他



最常見的早發性腦退化症成因 (65歲以下)*

● 阿滋海默氏症(70%)

● 額顳葉腦退化症 (20%)

● 血管性腦退化症
● 路易氏體腦退化症
● 非典型柏金遜症候群
● 酒精性腦退化症
● 罕見基因疾病
● 其他

*支資來源: 中大醫學院腦神經科團隊分析了2012至2018年間，因認知功能問題獲轉介到腦神經科專科門診的65歲或以
下病人



● 平均發病年齡約58歲，最年輕時病發時38歲*

● 較多與家族歷史有關 (ApoE4基因)

● 記憶力下降未必是首先出現的症狀
● 較大機會在動作、步行、協調的平衡方面出現困難
● 病情進展或會不同

*資料來源: 中大醫學院腦神經科團隊分析了2012至2018年間，因認知功能問題獲轉介到腦神經科專科門診的65歲或以
下病人



阿爾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患者的大腦組織中出現了不正常的澱粉樣蛋白斑塊(amyloid plaque)和神經元纖維纏
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s)

導致腦細胞迅速退化和死亡

大腦功能出現漸進式衰退
記憶力(尤其短期記憶)、判斷力、決策、執行能力受影響
自我照顧能力、行爲及情緒亦可能受影響





額顳葉腦退化症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因大腦額葉（負責思考與決策）及顳葉（負責語言）萎縮引起的逐漸性腦部退化疾病

多在40至60歲發病

在個性(情緒轉變)、行爲(多爲缺乏抑制能力)和言語方面的退化會比記憶衰退更早出
現及較嚴重



血管性腦退化症 (Vascular Dementia)

因連串中風或血管疾病，導致積聚性腦部損壞所致

患者的認知能力可能會呈「梯級式」衰退

視乎腦部受影響的位置而定，部分患者症狀與阿爾茲海默症相似





早發性腦退化症的影響和挑戰
家庭: 身為經濟支柱或照顧者的角色因而改變

工作: 因表現受影響而提早離開工作崗位

社交: 親友未必認識或理解其處境和困難，因而產生負面觀感

財務: 若為家庭的經濟支柱，或對財務規劃有很大的影響

支援: 難以申請現時以65歲或以上為對象的社區服務



評估及診斷
患者的病歷

家人或照顧者的日常觀察

日常生活能力評估

臨床認知評估

●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香港版 (HK-MoCA)





評估及診斷
腦影像檢查

● 如電腦掃描及磁力共振

驗血





治療
腦退化症病情無法逆轉

由早期發展至後期平均大約10年時間，而某些腦退化症的病情惡化速度可以非常急
促

早期: 延緩病情，減輕影響，維持生活質素

晚期: 長遠照顧計劃

藥物治療 / 非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
腦退化症的藥物，可延緩腦退化症的病徵

● 針對阿茲海默症的藥物包括膽鹼酯酶抑制劑或NMDA受器拮抗劑

情緒藥物，可紓緩腦退化症引起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 如抗抑鬱藥，鎮靜劑，思覺失調藥等



非藥物治療
保持腦部活躍

接觸新事物

建立常規生活日程和習慣

提示咭，電話GPS定位

認知刺激訓練、日常生活技能訓練





服務及支援
舒緩照顧者的壓力

● 家居服務
● 老人中心
● 日間護理中心
● 院舍照顧服務



其他相關評估
「精神行為能力」(mental capacity) 評估

● 持久授權書 (EPA)

● 預設醫療指示

● 遺囑

● 監護令

● 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



預防
多做腦部及身體運動

維持健康體重，監察及控制血壓、血糖和血脂水平

避免吸煙和過量飲酒

保持活躍的社交生活

保持愉快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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