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入住殘疾人士院舍的統一評估工具進度報告  

 
 
目的  

 有關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發展一套入住殘疾人士

院舍統一評估工具的討論文件，已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五日的會議

上提交各委員省覽。本文件的目的，是向委員介紹發展該評估工

具的最新進展和應用詳情。  
 
 
背景  

2. 儘管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宿名額在過去十年已大幅增加，

宿位的需求仍然與日俱增。有鑑於此，社署在二零零一年成立跨

專業「檢討殘疾人士住宿服務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導委員

會」），帶領在殘疾人士院舍入住準則和程序方面的檢討工作。根

據二零零二年一項調查所得的結果，督導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由家

長和不同界別專業人員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制訂一套統一評估

工具，用以識別有真正需要接受院舍服務的殘疾人士，以及編配

他們入住適當類別的院舍。  

3. 評估工具涵蓋下列四個範疇：  

(a) 護理需要 包括現有殘疾人士院舍普遍提供的各項

護理服務，例如皮膚護理、餵食、服用藥物、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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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癲癎情況、氧氣治療、抽吸處理及長期臥床

護理等項目。  

(b) 功能缺損 這項範疇用以量度殘疾人士應付日常起

居生活的能力，以及需要其他人士協助的程度。評

估項目包括沐浴、穿脫衣物、位置轉移、如廁和飲

食。  

(c) 行為問題 這項範疇的目的是識別有行為問題的殘

疾人士，以便按照其需要配對合適類別的住宿服

務。評估會以主要和典型的挑戰行為作為依據，包

括攻擊他人、傷害自己、破壞財物及其他不當行為。 

(d) 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 這項範疇評估主要照顧

者的應付能力，此外亦評估殘疾人士與家人的關

係，以及受到其他人虐待或疏忽照顧的風險等。考

慮因素包括照顧者的年齡及健康狀況、情緒及精神

狀況，以及照顧者是否需要照顧其他殘疾家庭成員

等。  

4. 這四個範疇會確定接受評估的殘疾人士的需要，而所識

別的需要會因應殘疾人士的家庭支援網絡及可獲得的社區資源

等因素予以考慮。我們的主導原則是先考慮以家庭支援、社區服

務和日間訓練服務為殘疾人士及其家人提供支援，其次才考慮提

供住宿服務。  

5. 評估工具除可確定接受評估人士的需要外，亦會顯示根

據殘疾人士的需要而配對合適類別的住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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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  

有關申請人的安排  

6. 社署已徵詢督導委員會及各家長組織對評估工具如何應

用於輪候住宿服務申請人及現有的院舍服務使用者的意見。各有

關方面普遍同意，所有申請住宿照顧的殘疾人士（包括現時正在

輪候冊上的所有申請人）都必須接受評估工具的評估，藉以確認

本身的住宿照顧需要及配對接受合適的住宿照顧服務，才可獲收

納入住院舍。同時，考慮到在推行評估工具前正輪候及接受住宿

照顧服務的殘疾人士，各有關方面亦普遍同意採用下列安排：  

(a) 新申請人 被評估為沒有住宿照顧需要的新申請

人，可以考慮參加日間訓練或接受社區支援服務。

當他們的家庭狀況或護理需要出現顯著改變，可申

請重新進行評估以確認他們的住宿照顧需要。  

(b) 推行評估工具時正輪候住宿服務的申請人 正在輪

候住宿服務而被評估為沒有住宿照顧需要的申請人

不應繼續輪候，有關的社會工作者會與他們及其家

人共同制訂照顧計劃，並考慮安排日間訓練或社區

支援服務。不過，他們將被放在另一名單上，假如

日後他們的有關狀況出現顯著改變而進行重新評

估，確認有住宿照顧需要，便可根據原有申請日期

再次輪候服務。  

(c) 現正入住資助院舍的殘疾人士 現正入住資助院舍

的殘疾人士無須接受評估工具的評估。假如住院人

士的住宿照顧需要因身體機能改善或退化而有所改

變，便需接受評估工具的評估，以確定應改為接受

哪一類住宿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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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檢討  

7. 評估工具對殘疾人士各方面的照顧和社會需要均有全面

評估。由於殘疾人士的照顧需要及支援系統可能會隨著時間過去

而有所改變，社會工作者／家長可以在有需要時，隨時就個案提

出檢討，例如有關的殘疾人士對個人或護理照顧的需求有顯著改

變；行為問題或失控行為增加或減少；家庭狀況出現顯著改變

等。我們會擬備清單供社會工作者及家長參考，以識別有哪些改

變需要進行個案檢討。  

上訴機制  

8. 殘疾人士或其家人可就評估結果直接或透過負責他們個

案的社會工作者向社署設立的統籌小組提出上訴。由社署的社會

工作者、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註冊護士組成的上訴前調解

小組會研究有關個案，找出任何可能影響到評估結果的因素，然

後透過與各有關人士商討，設法消除彼此的分歧。倘若雙方仍然

未能消除分歧，有關個案便會交由上訴委員會處理。  

9. 上訴委員會將包括來自社署、福利界、醫療界及其他有

關界別（例如家長）的成員各一名。委員會會為有關的殘疾人士

建議最適當的服務計劃。  

測試研究  

10. 為了確定評估工具的適用性、可信度和有效度，我們展

開了兩個階段的測試研究。  

首階段測試研究  

11. 首階段測試研究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

期間進行，這階段的研究旨在收集實證數據以改良評估工具擬稿

的實用性和效用、測試有關的使用程序及加強評估員手冊擬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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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程度。我們從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單位、特殊學校

及康復單位招募了 13 名評估員，就 39 個個案進行評估。我們並

透過評估員對問卷調查的回應、第三者的現場觀察及電話訪問報

告，收集到有關評估過程的資料。  

12. 首階段研究的結果顯示，評估工具不論在內容、結構和

程序上都可以由註冊社會工作者順利使用。平均而言，每次評估

工作一般可在 60 分鐘內完成。大部分評估員都認為評估工具容

易使用。不過，有時由於受訪者未能提供或核實部分資料，評估

員需與其他有關方面如學校、其他社會工作者、護士等聯絡及作

出澄清。差不多所有進行測試研究的評估員都表示，評估工具的

內容容易理解，而評估員手冊亦相當有用。大部分評估員表示，

評分制度易於使用，但「護理需要」及「功能缺損」這兩部分則

需予改良，以更能配合其他部分。所有評估員均認為，在測試研

究期間向他們提供的半日培訓有助他們使用評估工具，但建議延

長至一整天，以便有更多時間進行練習和個案討論。總括來說，

這階段測試研究的結果肯定了評估工具擬稿、評估員手冊及有關

的行政程序作為進一步發展的暫定藍本。  

13. 評估工具擬稿和評估員手冊現分別載於附件 I 及 II（只

備中文本）。  

第二階段測試研究  

14. 第二階段測試研究會由二零零四年四月至七月期間進

行，這階段的研究旨在收集評估工具擬稿的可信度和有效度的數

據。我們招募了 40 名評估員，以兩個人一組，共進行 160 次評

估，以測試評估工具的「評等者間的可信度」。進行評估後，我

們亦已收集殘疾人士及其家人的回應，以了解他們對參與過程的

看法。根據我們從該 40 名評估員所收集資料的分析顯示，評估

工具在「評等者間的可信度」方面整體非常滿意。殘疾人士及其

家人的回應亦顯示評估工具的內容易於理解，而他們在參與評估

的過程中亦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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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至於有效度的數據方面，一個跨專業小組已經成立，為

上述 160 個評估中選出的 10 個個案，進行深入研究。小組由社

會工作者、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註冊護士和職業治療師

組成，而各組員均不知悉評估工具擬稿的內容。他們會為有關個

案的住宿服務需要和適當類別的住宿安排提出建議，而這些建議

會根據個案的背景資料而非評估員的評估結果而作出。我們會把

跨專業小組的建議和評估工具的評估結果作一比較，藉以改良工

具的有效度。這部分的測試研究將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完成。  

推行  

16. 社署會根據第二階段測試研究的結果，進一步改善評估

工具以便推行。評估工具已暫定於二零零五年一月推行。為了作

好準備，社署將為社會工作者提供有關使用評估工具進行評估的

培訓，以及為其他有關方面包括社會工作者、康復服務單位及家

長等舉行評估工具運作程序簡報會，以加強他們對新的評估及轉

介程序的認識。  

諮詢  

17. 推行評估工具前，社署會進一步徵詢督導委員會、康復

諮詢委員會、家長會及其他有關人士的意見。  
 
 
對財政的影響  

18. 推行評估工具不會對現有康復服務帶來任何額外開支，

反而由於重整了申請人的服務需要，以及在服務配對上為社區支

援、日間訓練及住宿服務重訂優先次序，我們預期只有真正需要

住宿服務的殘疾人士仍會留在輪候冊上，因而縮短了輪候時間。

況且，申請人拒絕接受住宿服務的比率會下降，令公共資源得到

更有效運用。另一方面，編製評估工具及評估員手冊的費用及員

工培訓和資訊科技支援所涉及的款項會由社署吸納，因此無須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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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撥款。  
 
 
徵詢意見  

19. 請各委員閱悉建議的評估工具的發展進度，並提出意見。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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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社會福利署 

弱智／肢體傷殘人士住宿服務評估〔擬稿〕 
 
 
I. 個人資料 
  
1. 姓名：                              

 (英文)  (中文) 

2.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3. 性別：  男  女             
  

4. 香港身分證號碼：          (  ) 或 L/M(  ) in RP 3/3/220/(  ) 

  

5. 居住地區： 香港島及離島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離島 

 九龍 觀塘 黃大仙 九龍城 旺角 油麻地 

  尖沙咀 深水埗 將軍澳 西貢  

 新界 上水及粉嶺 馬鞍山 沙田 大埔 荃灣 

  葵涌及青衣 屯門 元朗 天水圍  

  

6. 現正接受的服務 無 特殊學校 特殊學校寄宿服務 

（可選擇多項） 社區支援服務   

 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暫託住宿服務 其他，請註明： 

 日間訓練服務   

 輔助就業 庇護工場 展能中心 

 住宿服務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殘疾人士護理院 自負盈虧殘疾人士院舍 私營院舍 

 醫療服務   

 精神科住院服務 非精神科住院服務 日間醫院服務 

 門診服務，請註明：   
 
II. 有關殘疾及健康問題的資料 

 
1. 肢體傷殘 並非肢體傷殘（請轉答第 2項） 

 缺失上或下肢 缺失手／腳掌或手／腳趾 上肢或下肢癱瘓 左／右半身不遂 

 大腦癱瘓 四肢癱瘓 其他，請註明：  
  
2. 弱智 並非弱智 

 極度嚴重 嚴重 中度 輕度 

  心 理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3. 其他殘疾 言語障礙 聽覺受損／弱聽 視覺受損（ 失明／ 弱視） 

 （可選擇多項） 自閉症 精神病 其他，請註明：  
     
4. 疾病／健康問題 若有，請註明：  

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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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護理需要 
 

護理範圍 護理項目 分數 

1. 皮膚問題 
 皮膚是否︰ 

4 在過往一個月內褥瘡有見骨情況。 
3 在過往一個月內皮膚出現潰瘍、褥瘡須接受無菌換症。 
2 在過往一個月內皮膚重覆損傷須觀察傷口發炎情況，並接受無菌
換症清洗傷口。 

1 在過往一年內因反覆出現皮膚問題須搽醫生處方藥膏，如季節性
皮膚病。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2. 餵食情況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 

4 須用導管餵食，當事人為嚴重／極度嚴重弱智人士。 
3 須加凝固粉進行餵食，或經常出現哽塞。 
3 須用導管餵食，當事人並非嚴重／極度嚴重弱智人士。 
2 須加凝固粉進行餵食。 
2 有吞嚥問題。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3. 使用藥物情況 
 在過往一個月內當事人
是否︰ 

2 長期使用藥物，並須跟進藥物反應i。 
2 須每天接受藥物注射，當事人為嚴重／極度嚴重弱智人士。 
1 須每天接受藥物注射，當事人並非嚴重／極度嚴重弱智人士。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4. 排泄控制 
 在過去一個月內的排泄
能力︰ 

3 大小便完全失禁ii。 
3 使用導尿管。 
1 間中失禁。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5. 癲癇情況 
 在過去三個月是否有癲
癇發作： 

4 癲癇情況經住院治療及調較用藥後仍不能控制（須經醫生證明）。 
1 曾有癲癇發作。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6. 氧氣治療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須
接受氧氣治療︰ 

4 當事人為弱智人士，在使用氧氣後仍能處理日常作息。 
4 當事人在使用氧氣後仍無法處理日常作息iii。 
3 當事人並非弱智人士，在使用氧氣後仍能處理日常作息。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7. 抽吸處理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 

4 須接受恆常抽吸處理。 
0 沒有以上情況。 

 

8. 長期臥床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 

4 須長期臥床並完全倚賴他人照顧。 
0 沒有以上情況。 

 

上述各項目的最高分數   

                                                 
i 長期使用藥物只限於糖尿及心臟藥物，並須跟進藥物反應；如使用糖尿藥物，須監察血糖水平，使用心臟藥物，
須監察心律。 

ii 完全失禁指大小便在不自覺或不受控制的情下排出。 
iii 無法處理日常作息指小量活動便引致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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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功能缺損iv 
 
A類：要求人手協助較多的自我照顧項目 

評分準則 
0 當事人完全獨立完成該活動項目，並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安全地達至基本衛生要求（包括使用輔助器具） 
1 當事人需要別人在旁提示或監督才能完成（包括需要口頭或接觸身體的提示） 
2 當事人需要較多的觸體協助，但他／她仍有參與部份活動（不需要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或提舉當事人身
軀或肢體） 

3 當事人極度倚賴，只有很少或完全沒有參與（照顧者需給予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提舉當事人身軀或肢體，
或要花費相當力勁才能協助完成該項目） 

活動項目 分數 
A1. 洗澡 
 進行淋浴或坐浴（不包括洗頭） 

 

A2. 穿脫衣物 
A2.1 以坐或站的姿勢穿脫上身衣物，包括外衣及內衣（不計算扣鈕）................（   ） 
A2.2 以坐或站的姿勢穿脫下身衣物，包括外褲及內褲 ...........................................（   ） 
A2.3 穿脫鞋襪（包括手托或義肢） ...........................................................................（   ） 

 （請選取 A2.1至 A2.3的最高分數作為右方 A2整項的分數） 

 

A3. 位置轉移 
指身體如何由一處移動至另一處的情況（例：床過座椅／輪椅，輪椅過座廁等） 
請列出需要的輔助工具／助行器具： 

 

A1至 A3項的總分  

 
B類：要求人手協助較少的自我照顧項目 

評分準則 
0 當事人完全獨立完成該活動項目，並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安全地達至基本衛生要求（包括使用輔助器具） 
1 當事人需要別人在旁提示或監督才能完成（包括需要口頭或接觸身體的提示） 
2 當事人需觸體協助至完全倚賴 

活動項目 分數 
B1. 如廁（使用坐廁或蹲廁） 
 大小便後的清潔情況（包括更換成人尿片） 

 

B2. 進食及進飲 
B2.1 進食情況（不包括管灌餵食） ...........................................................................（   ） 
 食物種類：*一般／切碎／醬狀 
B2.2 進飲情況 ...............................................................................................................（   ） 
 進飲輔助工具：*飲管／雙耳杯／切口杯／有蓋啜飲杯／其它： 

（請選取 B2.1至 B2.2的較高分數作為右方 B2整項的分數） 

 

B3. 室內行動能力（只需回答 B3.1或 B3.2） 
B3.1 室內行走約兩分鐘 ...............................................................................................（   ） 

使用的助行器具：*拐杖／三或四腳拐杖／助行架／輪子助行架／其它： 
B3.2 室內使用輪椅 .......................................................................................................（   ） 
 輪椅類別：*手動／電動 

（請選取適用的分項作為右方 B3整項的分數） 

 

B1至 B3項的總分  

* 刪去不適用者 
 
當事人有否因家居環境問題（如缺乏合適的扶手裝置）而減低其上述功能表現？若有，請註明： 

                                                 
iv 評估是透過面談了解學員的自我照顧能力；若有需要，可臨床觀察以下活動進行：(a)喝水；(b)穿衣褲；(c)身體位
置轉移，如來回床至座椅、來回輪椅至座椅等；(d)室內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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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為問題 
 
行為問題類別 行為問題項目 分數 

A. 攻擊行為 1. 在過去一年內，當事人有否向他人表現攻擊行為（如用拳猛擊他人，掌摑他人，
推撞他人，踢人，夾人，抓人，扯人頭髮，咬人，用武器攻擊人，扼人喉嚨）？

0 否（請轉問 B1項） 
1 有 

 

 2. 在過去一年內，有否發生當事人攻擊人事故，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需要即
時醫治？ 

0 否 
1 有 

 

B. 自我傷害行為 1. 在過去一年內，當事人有否表現自我傷害行為（如搣自己，咬自己，拳擊或掌
摑自己頭部，撞頭，把身體撞向其他東西，扯脫自己頭髮，拳擊或掌摑自己身

體，插自己眼，夾自己，用工具割自己，插自己，用工具撞自己，咬唇，扯脫

自己指甲，把牙齒撞向其他東西）？ 
0 否（請轉問 C1項） 
1 有 

 

 2. 在過去一年內，當事人有否表現自我傷害行為，引致自己身體嚴重受傷，每月
至少一次需要醫護人員即時治理？ 

0 否 
1 有 （請轉問 C1項） 

 

 3. 在過去一年內，當事人有否每星期至少一次表現自我傷害行為？ 
0 否 
1 有 

 

C. 破壞行為 1. 在過去一年內，當事人有否表現破壞行為（如用擊打，撕扯，切割，投擲，燒
毀，塗污或抓刮方法導致傢俱、家居裝置、建築物、車輛等損毀）？ 

0 否（請轉問 D項） 
1 有 

 

 2. 在過去一年內，當事人有否導致嚴重物資破壞，和/或導致六次或以上輕微物資
破壞？ 

0 否 
1 有 

 

D. 其他行為問題 在過去一年內，當事人有否表現其他行為問題，如不恰當性行為（包括公眾地方
暴露自己，公眾地方自慰，滋擾他人），厭惡行為（包括尖叫，反芻吞下的食物，

發出喧鬧聲，用口水或糞便塗污，或其他同類厭惡行為），重覆行為（包括搖晃

身體，重覆翻動手掌，彈手指，踱來踱去，持續奔跑，或同類重覆行為）？ 
0 否 
1 有，請註明（可選多項）： 不恰當性行為 厭惡行為 重覆行為

 

E. 應付問題 （當項目 A1, B1, C1或 D至少一項有 1分，方可繼續發問 E項。） 
請問照顧者在處理以上行為時，覺得非常困難嗎？ 

0 否 
1 有 

 

 A1, B1, C1和 D項的總分  

 A2, B2, B3和 C2項的總分*  

 E項的得分*  

* 任何沒有發問的項目，請給予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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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 
 
A. 照顧系統 
 
1. 照顧者資料 
「主要照顧者」與「次要照顧者」是指會為當事人提供照顧或協助的家人，包括父母、家屬或親人。倘若當事人
沒有主要或次要照顧者，請於相關的「姓名」一欄填「無」。「其他照顧者」是指會提供協助的鄰居、朋友，或
受聘照顧當事人的家庭傭工，但不包括院舍或醫院職員。 

照顧者類別 姓名 性別／年齡 關係 是否同住 職業及工作時間 每週照顧時數

(a)主要照顧者 
 

      

(b)次要照顧者 
 

      

(c)其他照顧者 
（可多於一位） 

      

 
2. 照顧系統所面臨的危機因素／風險 

由於出現以下情況，轉介者認為現有照顧系統已面臨相當的危機或風險： 
× 不適用（可能因為當事人沒有主要照顧者） 
1 出現所述的情況 
0 沒有所述的情況 

(a) 主要照顧者年齡已達 60歲或以上  

(b) 主要照顧者健康轉差或有長期病患，以致無法照顧當事人  

(c) 主要照顧者為肢體傷殘人士、弱智人士或嚴重精神病患者  

(d) 主要照顧者出現情緒困擾（例如：長期沮喪或抑鬱），以致無法照顧當事人  

(e) 主要照顧者須同時照顧其他患有殘疾或長期病患的家庭成員，以致無法照顧當事人  

(f) 主要照顧者須長時間工作，且無能力安排其他照顧者照顧當事人  

(g) 當事人與家人及親友失去聯絡，無人可提供所需照顧  

(h) 當事人為社會福利署署長監護個案，在離開現有服務後並無家人或親友可提供所需照顧  

 
B. 人際關係 

由於出現以下情況，轉介者認為當事人現時的人際關係已出現嚴重問題： 
× 不適用（可能因為當事人沒有家人、同住者或鄰居） 
1 出現所述的情況 
0 沒有所述的情況 

1. 當事人在過去三個月內，曾至少兩次與家人或同住者發生嚴重衝突  

2. 當事人在過去三個月內，曾至少兩次滋擾鄰居而引致嚴重衝突  

3. 當事人曾與家人發生嚴重衝突，並須接受精神科住院治療，至今家人仍拒絕接納當事人回家  

 
C. 其他風險／危機因素 

由於以下的情況，轉介者認為當事人的安全現時存在相當危機或風險，並曾作出適當跟進： 
1 出現所述的情況 
0 沒有所述的情況 

1. 當事人被家人虐待或侵犯（包括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犯等）  

2. 當事人被其他人士虐待或侵犯（包括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犯等）  

3. 當事人被疏忽照顧  

4. 當事人有不受控制行為（包括離家出走、縱火、參與非法活動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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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總結 
 
A. 護理需要 

沒有／低度護理需要（請轉答 B1）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護理需要  

1. 第 III部分評估結果（只勾選一項） 

極高護理需要  

2. 現時有沒有家人或親友可提供所需的照顧？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社區支援或社康護理服務能否提供所需協
助？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B. 功能缺損 

沒有功能缺損（請轉答 C1）  

低度功能缺損  

中度功能缺損  

1. 第 IV部分評估結果（只勾選一項） 

高度功能缺損  

2. 現時有沒有家人或親友可提供所需的協助？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社區支援或日間訓練能否提供所需協助？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C. 行為問題 

沒有行為問題（請轉答 D1）  

有行為問題，但無需有較多員工的康復服務  

1. 第 V部分評估結果（只勾選一項） 

有行為問題，並需要有較多員工的康復服務  

2. 現時有沒有家人或親友可提供所需的協助？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日間訓練、治療或輔導服務能否提供協助？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D. 家庭／照顧者的應付能力 

現有照顧系統已面臨相當的危機或風險  

當事人的人際關係已出現嚴重問題  

1. 第 VI部分評估結果（請勾選適用的項目） 

當事人的安全存在相當的危機或風險  

2. 現時有沒有家人或親友可提供所需的協助？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社區支援、家庭服務等能否提供所需協助？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 「不適用」指當事人在該項目評估中顯示沒有／低度護理需要、沒有功能缺損、行為問題或其他危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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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評估結果 

現有照顧系統、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服務等已能提供
所需的照顧或協助，現階段並不需要輪候院舍服務（倘
若當事人日後有需要，可再行申請及進行評估） 

 1. 綜合上述 A至 D項評估結果，顯示（只
勾選一項）： 

現有照顧系統連同社區支援服務等均不能提供所需照
顧或協助，當事人有需要輪候院舍服務 

 

社區支援服務（轉介者將直接向有關服務機構申請）  

社區住宿服務（轉介者將直接向有關服務機構申請）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HMMH)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HSMH)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HSPH)  

殘疾人士護理院 (C&A/SD)  

2. 根據《評估員手冊》中的《服務需要評
估流程》，建議當事人所需服務類別為（只
勾選一項）： 

療養院服務（轉介者將向醫院管理局提交有關申請）  

3. 倘若出現評估過程未有提及的情況而導致當事人需要輪候院舍服務，請詳細列明及建議所需服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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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弱智／肢體傷殘人士住宿服務評估 

評估員手冊 
 

 

 

 

 

 

 

 

 

 

 

 

 

 

 

 

社會福利署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二○○四年六月 

附件  I I  I 



社會福利署 
弱智／肢體傷殘人士住宿服務評估 

評估員手冊 
 

A. 背景 

1. 政府在 2000年施政報告承諾，會檢討各類康復住宿服務的入住準則，並改善入住程序。其後，社會

福利署成立「檢討殘疾人士住宿服務督導委員會」，負責督導有關檢討工作。委員會委託顧問公司於

2001 年進行一項殘疾人士住宿服務意見調查，以了解使用者和輪候人士的概況和服務需要。調查結

果於 2002年公佈，其中發現在住宿服務輪候隊伍中，超過 24%的家長希望在五年或以後才獲編配宿

位。此外，根據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資料，自 2000年起，每年均有 30%以上的住宿服

務申請人拒絕宿位編配。上述數字反映不少家長為其殘疾子女申請住宿服務時抱「買保險」心態，

而非基於現時及真實的照顧需要。 

 

2. 基於以上情況，委員會於 2002年 9月成立工作小組，研究並設計統一評估機制。小組成員包括家長

代表、康復專科醫生、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護士和社工等。以

下是工作小組就評估工具所制訂的內容。 

 

B. 評估目的 

3. 此評估工具的目的是透過評估 15 歲或以上的弱智或肢體傷殘人士（以下簡稱「當事人」）日常生活

的四個重要範疇，包括護理需要（nursing care need）、功能缺損程度（functional impairment）、行為

問題（challenging behaviour），以及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family coping），從而了解當事人是否

需要院舍服務，及需要甚麼類型的院舍服務。評估亦會考慮在院舍服務的選擇以外，家人、親友等

支援網絡或社區照顧服務能否提供協助，直至所提供的協助不足以照顧當事人的需要，才進而接受

院舍服務。 

 

C. 評估的主要原則 

4. 根據上述目的，評估主要依循下列幾個原則： 

(a) 評估須以當事人此時此刻的需要（needs）及危機因素（risk factors）為基礎。 

(b) 此工具的主要用途，是了解當事人是否需要院舍服務，以及把需要不同類型院舍服務的殘疾人士作

出服務分流（service streaming）。它並不是用來取代各專業人士為康復及治療用途而進行的深入評

估。一般而言，在未進行此項評估之前，殘疾人士已接受過不少專業人員的深入評估、訓練、治療

和輔導，他們入住院舍後，亦可按需要繼續接受有關服務。因此，轉介者的責任並不是要重覆專業

人員的工作，而是要掌握足夠資料，以決定當事人是否需要院舍服務以及甚麼類型的院舍服務。 

(c) 由於現有服務種類有限，而評估工具只為決定當事人是否需要院舍服務、及作出服務分流，因此評

估工具需要搜集的資料亦限於上述目標，與服務分流無關的項目並沒有被納入評估表內。此工具力

求簡潔，一般來說社會工作助理（SWA）職級以上都能在一小時內完成整個評估過程。 

(d) 評估工具在設計時已考慮到現時服務的資源及人手編制，以配合實際服務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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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轉介者的要求 

5. 轉介者須為註冊社工（社會工作助理或以上）。由於評估的目的是確立當事人是否有實際需要接受院

舍服務，轉介者實際上亦擔當公共資源分配者的角色，因此轉介者在評估過程中須保持客觀，並根

據當事人的實際需要而非其意願作出評估。倘若當事人的支援網絡及社區照顧服務等均不能解決當

事人的住宿及照顧需要，轉介者便須根據評估工具及本手冊的建議，為當事人安排住宿服務。相反，

倘若當事人經過評估後確定並無需要院舍服務，轉介者亦須考慮可否安排適當的社區支援或日間訓

練以滿足當事人的需要。 

 

E. 轉介者須知 

6. 轉介者須向當事人及其家人清楚解釋評估的目的和評估表的用途，並取得他們的同意才進行評估。

此外，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轉介者亦須向當事人及其家人解釋收集資料的用途、查閱和

更改資料的途徑。 

 

7. 評估的對象主要是指當事人，即需要服務的弱智人士或肢體傷殘人士。就弱智人士而言，轉介者須

考慮他是否能夠如實回答問題，否則轉介者可向他的家人／照顧者提問。由於 V及 VI部分涉及當事

人的行為問題和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因此須主要由家人／照顧者作答。若轉介者熟悉當事人

及其家人的情況（例如當事人的殘疾程度），轉介者可自行填寫，但須讓當事人及其家人知悉有關內

容。 

 

8. 轉介者須盡量引用評估表內的文字來提問，但遇有需要時，可嘗試用淺白的文字解釋有關內容。 

 

9. 轉介者須綜合其所見所聞，根據客觀事實去填寫最合適的答案。遇有疑問（例如不同來源的資料出

現不協調的情況），轉介者可要求受訪者出示有關證明文件（例如醫生證明書），或取得受訪者的同

意而向其他人士（例如其他照顧者或專業人士）核實有關資料（例如殘疾程度、或是否出現某類行

為問題），或作家訪以作實地觀察，並根據轉介者本身的專業知識及技巧作出判斷。 

 

10. 轉介者須按照《弱智人士服務需要評估流程》或《肢體傷殘人士服務需要評估流程》（附錄一）的有

關指引，決定當事人所需的服務。 

 

11. 轉介者須對各類社會服務有基本了解，並儘可能熟悉各類院舍服務、日間服務、社區照顧服務等的

分別，以便協助當事人及其家人明白不同服務的特色和要求。 

 

12. 轉介者須向當事人及其家人交代其評估建議，並就有關建議作出適當跟進，如轉介合適的社區支援

服務。倘若當事人或其家人不同意轉介者所作的評估內容，轉介者須記錄在案，再交由轉介者的上

司處理。 

 

13. 轉介者須留意當事人及其家人的情緒，並尊重他們的感受，遇有需要時作合適的輔導或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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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評估工具的內容及流程 

14. 除了 I 及 II 部分涉及個人資料和有關殘疾及健康問題的資料外，此評估工具包括四個評估範疇和總

結。四個評估範疇分別是：護理需要、功能缺損、行為問題及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 

 

15. 弱智／肢體傷殘人士的護理需要直接影響到他們能接受的服務類別與所需的專業護理照顧，因此住

宿服務評估也先從護理需要開始。護理需要評估的項目包括：皮膚問題、餵食情況、使用藥物情況、

排泄控制、癲癇情況、氧氣治療、抽吸處理，及長期臥床的護理。透過評估當事人所需最高護理程

度的項目，可決定其護理需要的程度。 

 

16. 評估功能缺損的目的，是為識別當事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自我照顧能力及需要何種程度的協助。評估

項目以所需人手協助的程度分為兩類，其中要求人手協助較多的項目包括洗澡、穿脫衣物及身體位

置轉移；而要求人手協助較少的項目包括如廁、進食、進飲及在室內行動的能力。透過有關評估分

數的換算表，可決定功能缺損的程度。 

 

17. 至於行為問題方面，一般而言，行為問題須由臨床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處理，並由院舍員工作出

配合。但考慮到一些比較嚴重的行為問題可能需要較多院舍員工提供支援，因此，行為問題評估主

要是為識別需要額外人手照顧的個案，以調節所需服務的類別。例如：一名輕度弱智人士本身適合

入住社區的小型宿舍，但鑑於其行為問題，則需被安排輪候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由於當事人在相當

程度上有半獨立生活能力，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的員工便可集中地處理他的行為問題。行為問題的評

估項目包括攻擊行為、自我傷害行為、破壞行為，其他行為問題，以及照顧者在處理以上行為問題

時是否遇到困難。透過各項評估的得分，可得知當事人是否有行為問題，及是否需要設有較多員工

的康復院舍服務。 

 

18. 至於家人／照顧者應付能力的評估，其作用是為了識別照顧系統所面臨的危機或風險因素、人際關

係問題、及其他潛在的危機或風險因素。評估項目包括照顧者的年紀、健康及情緒狀況、是否須照

顧其他殘疾人士、是否須長時間工作而無能力安排其他照顧者照顧當事人、家庭成員關係、當事人

有否被虐待或侵犯、疏忽照顧、離家出走或參與非法活動等因素。 

 

19. 在總結部分，轉介者須總結以上四個評估範疇的結果，並考慮：一、現有家人或親友是否能提供有

關協助及照顧？二、現有社區支援服務（參考附錄二，惟轉介者須定時更新有關資料）能否提供有

關協助及照顧？倘若在任何一個評估範疇內，現有家人、親友及社區支援服務等均不能提供有關照

顧或協助，即表示當事人需接受院舍服務。相反，倘若在所有範疇中家人、親友或社區支援服務等

能提供有關照顧，即表示當事人並無照顧困難，亦不需要院舍服務。轉介者須按照評估表及本手冊

內的指引，完成有關評估，並根據《弱智人士服務需要評估流程》或《肢體傷殘人士服務需要評估

流程》（附錄一）所載指示，建議當事人所需的服務。 

 

20. 倘若轉介者發覺有某些因素於決定當事人的住宿需要有重要影響，而評估表並沒有涵蓋的話，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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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評估，然後再另行補充（即總結 E 部分第 3 項）並作出相關服務建議。轉介者須將原有評

估結果及其服務建議一併呈交社會福利署作出審核。 

 

21. 若當事人及／或其家人只是剛剛被轉介接受社區照顧服務，轉介者則須考慮是否應等上一段時間（一

般三個月）才作此評估。 

 

22. 倘若殘疾人士被評估為：低度或沒有護理需要、沒有功能缺損、亦沒有行為問題，遇有需要時（例

如在沒有照顧者的情況下），轉介者可為當事人安排社區住宿照顧（包括自負盈虧宿舍 [self-financing 

hostel] 及半獨立式生活輔助宿舍 [supported hostel – SHOS]）並過半獨立的生活；並在沒有合適的社

區住宿服務時，才考慮讓當事人輪候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23. 此外，若轉介者認為當事人有迫切需要住宿服務，便須因應當事人的情况，按既定程序為當事人申

請緊急住宿服務、優先輪候服務，或暫居服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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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住宿服務評估工具各部分的說明 

 

I. 個人資料 

1. 此部分為當事人的基本個人資料，每項均為必須填寫。 

2. 在填寫當事人的香港身分證號碼前，轉介者須核實當事人的身分證，避免錯誤。 

 

II. 有關殘疾及健康問題的資料 

1. 有關弱智程度的分類，轉介者可參考有關的心理評估報告的評估結果。 

2. 轉介者應就「其他殘疾」中的各項目，儘可能取得有關斷症的資料。例如「精神病」一項應指當事

人被精神科醫生確診為患有精神病，而不是指當事人定期往精神科診所覆診。 

3. 倘若當事人由於意外或其他原因導致認知受損，可於「其他殘疾」中的「其他，請註明」一項填寫

「認知受損」。 

 

 

III. 護理需要評估 

 

評估準則 

(a) 以選取各項目的最高護理分數為評估結果，例如：若同時有兩項為 1 分，一項為 2 分，則評估結果

為 2分。 

(b) 轉介者在考慮當事人的護理需要時，如所需的護理照顧在上述各項中未能反映，轉介者可在第 VII

部分「總結」相關部分詳述有關護理需要以考慮當事人所需服務。 

 

1. 皮膚問題 

目的 部分當事人有需要接受皮膚或傷口護理。此項目為協助識別他們需要護理的程度。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一年或一個月內皮膚或傷口所需的護理。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

日常照顧者在場，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1. 醫生處方藥膏︰由註冊西醫處方的皮膚藥膏。 

2. 損傷︰因碰撞、摩擦造成的皮膚損傷。 

3. 發炎情況︰指損傷皮膚出紅腫及含膿。 

4.  褥瘡︰因壓力、摩擦造成的皮膚或肌肉損傷，甚至深層組織潰瘍壞死。 

5.  無菌換症：指由護理人員執行消毒程序清洗傷口。 

範例 例如︰ 

1. 亞明中度弱智人士，他母親表示亞明經常小腿皮膚痕癢，每年多次出癬，須

求醫診治。 

2. 亞輝經常出現自傷行為，用硬物擊打手背，做成皮膚損傷，傷口因經常受到

損傷致無法癒合，甚至出現發炎現象。 

3. 小玲四肢癱瘓，須長期坐輪椅，因不能自行轉動身體，盤骨位置因長期受壓

導致部分皮膚脫落形成褥瘡。 

評估分數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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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餵食情況 

目的 了解當事人在進食方面是否因病理性或功能性原因，引致不能正常地進食。如吞嚥困難出現，

評估當事人恰當的餵飼方法及特別措施，使當事人能安全地進食。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一個月內進食的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日常照顧者在場，

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1. 凝固粉：一種粉狀物質加入液體中使液體改為喱狀，或使液體凝結成半固體。從而延

長吞嚥時間，低哽塞風險。 

2. 吞嚥問題︰食物經咀嚼後，不能憑舌頭及咽喉運動經食道順利送入胃內，部分食物仍留在

口腔，造成哽塞危機。 

3. 哽塞︰進食時出現吞嚥困難，吞嚥時食物阻塞氣道，引致呼吸困難。 

4. 導管餵食︰利用胃喉攝取流質食物養份。 

範例 例如︰ 

1. 阿珍為嚴重弱智人士，手部活動緩慢，能自行進食，在進食過程中，發現阿

珍吞嚥後大部分食物仍留在口腔內，須鼓勵她慢慢咀嚼，才可把食物吞下。 

2. 啟明有吞嚥因難，經治療師或醫生評估後，認為進食流質食物時，須加入凝

固粉方能進食。進食期間須別人餵食及觀察進食情況防止哽塞情況出現。 

3. 阿輝因大腦痙攣，須他人餵食，在餵食期間經常咳嗽，更經常出現哽塞現象。 

4. 阿輝交通意外後，失去吞嚥能力，須用導管餵食攝取營養。 

評估分數

2 

 

2 

 

3 

3 

 

3. 使用藥物情況 

目的 部分當事人需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藥物，或接受藥物注射，此項目為協助識別他們在使用某

些特定藥物時的護理需要。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一個月內使用藥物的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日常照顧者在

場，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1. 長期使用藥物：長期使用藥物只限於糖尿及心臟藥物，並須跟進藥物反應；如使用糖尿

藥物，須監察血糖水平，使用心臟藥物，須監察心律。 

2. 跟進藥物反應︰指需了解當事人對服用某些藥物前的情況及使用藥物後的反應加以跟

進。（如使用糖尿藥物、須監察血糖、心臟藥物、須監察心律。） 

範例 例如︰ 

1. 麗珠為嚴重弱智人士，患有糖尿病，須早晚注射糖尿針，控制血糖。 

2. 小生是糖尿病患者，每天在服用糖尿藥前，須驗血糖，醫生指示如血糖低過

4度，無須服用糖尿藥物。 

3. 大雄為嚴重弱智人士，患有心臟病，須服用心臟藥物 Digoxin，故每天服藥

時，須量度心律。 

評估分數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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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泄控制 

目的 部分當事人失去控制排泄能力。此項目為協助識別他們在排泄控制上的護理需要，如為間中

失禁者提供小便失禁訓練，為完全失禁者選用合適的失禁輔助用具，保護皮膚避免受損。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一個月內排泄控制的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日常照顧者在

場，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1. 失禁：分大便失禁及小便失禁兩類。 

2. 小便失禁：指失去控制排小便能力。 

3. 大便失禁：指失去控制排大便能力。 

4. 完全失禁：指大小便失去控制，不自覺或不受控制的排出。 

5. 導尿管： 因失去控制小便能力，須使用尿管導尿。 

範例 例如︰ 

1. 玉芬為中度弱智人士，經常因小事發脾氣，有時因鬧情緒，間中有遺尿出現，

故意引人注意。這情況如能給她多點關心或提點，將可改善。 

2. 文生為極度嚴重弱智人士，四肢活動能力緩慢，不能說話，及不能意識到自

己何時須要如廁，經常不自覺地排小便或大便。 

3. 志明為嚴重弱智人士，母親表示只要每隔二至三小時給志明如廁，便無須給

他穿上紙尿片。但間中也會因趕不及如廁而弄濕褲。 

評估分數

1 

 

3 

 

1 

 

5. 癲癇情況 

目的 部分當事人可能患有癲癇症。此項目為協助了解當事人癲癇發作的情況及嚴重性，以識別他

們需要的護理程度。一般情況下，如癲癇發作出現不省人事，臉色變藍，抽搐時引致受傷或

癲癇發作次數頻密等情況下，都須送院治療。故在界定護理需要程度上，癲癇發作視作一般

護理，唯某些當事人癲癇發作頻密程度經治療後仍未能受控制者，則須極高護理照顧。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三個月內癲癇的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日常照顧者在場，

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癲癇情況仍不能控制指當事人服用癲癇藥物後，癲癇發作仍然頻密，經醫生證明，癲癇情況

不能被藥物控制。 

範例 例如： 

1. 美玲覆診腦內科，因癲癇症須服用藥物，癲癇發作情況並不頻密約一年一至

二次。 

2. 小超為嚴重弱智人士並患有癲癇症，經常癲癇發作，曾因癲癇發作致不醒人

事，須送院治療，經治療及服用藥物後，情況未有改善，經醫生證明，癲癇

情況不能受藥物控制。 

評估分數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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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氧氣治療 

目的 部分當事人因呼吸問題需使用氧氣，此項目為協助識別他們在使用氧氣治療後，所需的護理

照顧程度。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一個月內使用氧氣及呼吸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日常照顧

者在場，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無法處理日常作息：指作出少量活動如起立、取物、走路等會出現氣喘情況。 

範例 例如︰ 

1. 李生肢體傷殘，患有肺氣腫，當氣喘時須用氧氣治療，使用一段時間後，可作

簡單活動。 

2. 劉女士為長期病患者，患有心臟病及肺氣腫，須長期使用氧氣，當暫停使用氧

氣作一些簡單活動時，便感吃力、氣喘、疲憊不堪。 

評估分數

3 

 

4 

 

7. 抽吸處理 

目的 部分當事人有需要接受抽吸護理。此項目為協助識別他們所需要護理的程度。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一個月內抽吸護理的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日常照顧者在

場，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恆常抽吸處理：指須 24小時留意當事人涎痰哽塞情況，並作出即時抽吸處理使氣道暢通。 

範例 例如： 

美美患有痙攣及有吞嚥因難，經常因有很多涎痰哽塞氣道，引致呼吸因難，須護

理人員經常（24小時）留意其情況，並作出即時抽吸處理。 

評估分數

4 

 

8. 長期臥床 

目的 部分當事人因身體機能轉變須長期臥床。此項目為協助識別他們因長期臥床所需的護理照顧

程度。 

程序 當事人會被直接問及他在過去一個月的活動能力及臥床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家人或日常照顧

者在場，轉介者可和他們交談了解情況，或向他們借閱有關的醫療記錄。 

定義 長期臥床︰指當事人因身體機能上的衰退或疾病的影響，致不能坐下多過 2小時，大部分的

日常活動須在臥床進行。如進食、穿衣、如廁等，並須要護理照顧,如轉換身體受壓位置、更

換紙尿片、預防褥瘡等問題。 

範例 例如： 

小秋因大腦受損，四肢萎縮，無法坐在椅上，日常照顧如進食、如廁都須臥床進

行。 

評估分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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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需要評分準則 

護理需要評估項目的最高分數 護理需要程度 

0分 無護理需要 

1分 低度護理需要 

2分 中度護理需要 

3分 高度護理需要 

4分 極高護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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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功能缺損評估 

 

注意事項 

1. 是項評估乃透過與當事人、其家人或日常照顧者面談而了解當事人在主要個人自理項目上所需的

照顧程度；評估者須以當事人在最近一個月內情緒穩定時的一般表現為依歸，並須確定當事人在

過去一個月內病情沒有突發轉變。 

 

2. 若有需要（如評估者認為面談內容與當事人情況不符），應輔以現場觀察以下活動之進行： 

(a) 喝水； 

(b) 穿衣褲； 

(c) 身體位置轉移，如：來回床椅；及 

(d) 家內行走。 

 

3. 面談或觀察須於當事人熟悉的生活環境中進行（如學校、家居），而當事人、其家人或照顧者均須

出席提供有關當事人在個人自理活動上的資料。 

 

功能缺損評估的設計 

要求較多人手協助的個人自理項目。在這評估工具中，我們選取了洗澡、穿脫衣服及位置轉

移。這三項的自理活動均在時間、人手協助或頻密程度上較為顯著。 

洗澡 過程最為複雜及需時，在單一時間內所需的人手協助也最多。 

穿脫衣服 包括早上更換衣服，如廁前後的穿脫褲子及洗澡前後的穿脫衣服，頻密的程

度十分高；對於有肢體傷殘的人士如大腦痳痺患者，穿脫衣物需更多的協助。

A類項目 

位置轉移 此項目的重覆次數乃最頻密，任何轉換身體位置如坐至企，輪椅至坐廁或床

至輪椅等也涵蓋在內。 

要求較少人手協助的個人自理項目。在這評估工具中，我們選擇了如廁、進食及進飲和室內

行動能力。這三項自理項目中在時間、人手協助或頻密程度相對 A類項目為少。 

如廁 因評估範圍只限於便後清潔，並不包括表達如廁需要及在如廁過程中涉及的

穿脫褲子及位置轉移，所以人手協助便相對較少。 

進食及進飲 一般弱智及肢體傷殘人士在這方面的動機較佳，主動性較強，所以需要人手

的協助也較輕。 

B類項目 

室內行動能力 這項目包括的範圍是指日常行動的情況，不包括訓練時的步行練習。對於完

全需協助的人士，實際多以輪椅代步。 

評分 如上述所論，A類項目無論在時間、人手協助的要求或頻密程度都較為顯著，所以我們以較

細緻的方法將 A類項目的評分數目分為四級（即 0至 3分）。希望藉較敏感的計分系統分辨

出那些人士真正需要較多人手供應的院舍服務。 

相對而論，B類項目的自理活動需要人手較少，我們亦以較簡易的三級評分（即 0至 2分）

來界定其人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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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內容 

A類項目 

0 當事人完全獨立完成該活動項目，並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安全地達至基本衛生要求（包括使用輔助器

具） 

1 當事人需要別人在旁提示或監督才能完成（包括需要口頭或接觸身體的提示） 

2 當事人需要較多的觸體協助，但他／她仍有參與部分活動（不需要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或提舉當

事人身軀或肢體） 

3 當事人極度倚賴，只有很少或完全沒有參與（照顧者需給予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提舉當事人身軀

或肢體，或要花費相當力勁才能協助完成該項目） 

 

B類項目 

0 當事人完全獨立完成該活動項目，並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安全地達至基本衛生要求（包括使用輔助器

具） 

1 當事人需要別人在旁提示或監督才能完成（包括需要口頭或接觸身體的提示） 

2 當事人需觸體協助至完全倚賴 

 

功能缺損程度換算表 

第一條件 第二條件 功能缺損程度 

A類項目總分為 7至 9分 -- 高度缺損 

A類項目總分為 4至 6分 -- 中度缺損 

B類項目總分為 4至 6分 中度缺損 

A類加 B類的總分為 3至 6分 低度缺損 A類項目總分為 3分或以下 

A類加 B類的總分為 2分或以下 沒有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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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缺損評估項目說明 

 

A1. 洗澡 

目的 記錄當事人在過去一個月內在洗澡上的表現及需要別人協助的情況。 

程序 轉介者首先要掌握當事人能夠自己完成洗澡的部位；再了解當事人何時需要協助及辨別屬那

類協助的模式（如：口頭提示、觸體提示、或／及身體協助）。 

定義 當事人如何進行洗澡如坐浴或淋浴（不包括洗頭）。洗澡應包括清潔雙臂、大腿、小腿、胸部、

腹部、背部和私處。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黃先生是輕度弱智人士。每天洗澡前，他的母親需要替他準備好衣服及調較水

溫。至於洗澡程序，他能夠沖洗及抹乾身體，但速度較慢，需要別人催促，以免

著涼。 

0 

陳女士在洗澡時經常需要別人在旁提點，甚至輕碰她拿著花洒的手沖洗身體各部

位。 

1 

李先生只懂得清潔自己的胸部及腹部，不懂得洗擦頸、背、腋窩、手腳及私處需

要別人拿著他的手來洗擦未清潔的身體部分。他在整個洗澡過程中沒有抗拒。 

2 

範例 

何先生因大腦痙攣而手腳控制不太靈活；故此，照顧者需要完全協助他洗澡。因

他的肌肉張力較高，照顧者要用頗大的氣力來舉起他的手臂及張開雙腿進行清

潔。 

3 

 

A2. 穿衣 

目的 記錄當事人在過去一個月內在穿衣活動的表現及需要別人協助的情況。 

程序 轉介者首先要掌握當事人能夠自己完成穿衣的部位；再了解當事人何時需要協助及辨別屬那

類協助的模式（如：口頭提示、觸體提示、或／及身體協助）。如有需要，可要求當事人穿脫

外衣及/或外褲，確定其穿脫衣服的能力。然而，以躺臥姿勢完成的則不作評估，因日常穿脫

衣服的環境（如：廁所、浴室等）一般不容許當事人以此姿勢進行。 

定義 「穿衣」是指穿脫上身衣服（包括外衣及內衣）、下身衣服（包括面褲及內褲）及鞋襪；不過，

扣鈕及縛鞋結是不計算在內的。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陳女士的母親每天將衣服放在她的床邊，她在梳洗後便自覺地換衣服而不需她母

親提點或督促。 

0 

何先生手腳活動，靈活但沒有動機穿衣服，家人要在旁督促及鼓勵，而間中亦要

觸碰他的手腳，協助他穿衫和褲。 

1 

轉介者發覺鄭女士的理解能力較弱，不明白口頭及觸體提示。她需要家人拿起衫

和張開衫袖洞，才會伸手入衫袖及對齊左右襟，然後讓別人扣鈕。 

2 

範例 

李女士患有大腦痲痺症，四肢活動欠佳，雙腳關節有攣縮現象。每次更換衣服時，

都要躺在床上，讓照顧者抬起她的身軀及雙腳，慢慢穿上／脫下衫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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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位置轉移 

目的 記錄當事人在過去一個月內進行位置轉移的表現及需要別人協助的情況。 

程序 轉介者首先要掌握當事人能夠自己完成位置轉移的部分；再了解當事人何時需要協助及辨別

屬那類協助模式（如：口頭提示、觸體提示、或／及身體協助）。 

定義 當事人如何由一處移動至另一處的表現 （例：床過輪椅，輪椅過坐廁及輪椅過座椅等生活情

況）。如有需要，可要求當事人現場做一次，確定其實際表現。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鄭女士下肢有痙攣的問題，日常行動需靠四腳拐杖輔助。當她由椅子站起來時，

需要用手按著固定的傢俱如桌面或扶手才能穩定地起身，反之亦然。在過程中，

她不需別人在旁監督或協助。 

0 

阿強因大腦痲痺問題，雙腳活動欠佳，以輪椅代步。由於他的理解力較差，每次

由輪椅過座椅，都需要照顧者一步一步提點，他才會解開安全帶，翻起腳踏，然

後抓緊扶手站起身，轉坐在座椅上。 

1 

張先生走動時平衡十分弱，所以日常需靠輪椅代步。由輪椅過床及坐廁時，他需

要別人在旁攙扶才能完成轉移位置。 

2 

範例 

轉介者記錄得李先生的四肢關節有攣縮的情況，他的雙腳不能伸直著地。故此，

李先生在日常轉移位置時需要兩位家人抱起他過床或轉到輪椅。 

3 

 

B1. 如廁 

目的 了解及記錄當事人過去一個月內在如廁上的表現及所需協助。 

程序 向當事人及／或其照顧者查詢當事人在如廁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如廁步驟、便後清潔、使用

便椅 （如適用）等。但在如廁活動中涉及的穿／脫褲子則不予評分。同時，轉介者亦要記錄

當事人所用的廁所種類（如坐廁、蹲廁）。 

定義 如廁能力是指當事人在排小便和大便時的功能表現。就當事人的個別需要，這包括使用廁所

／尿壺／便器、更換紙尿片、處理造口／導管、便後清潔等。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阿容是嚴重弱智學生，一向住在宿舍，她雖然未能準確地表達如廁需要，但大致

能跟著院舍時間表上廁所及完成各如廁步驟。 

0 

阿平在如廁時，需要別人在旁提點他除褲及坐好，否則他會大叫和四處奔跑。如

廁完畢後，亦需要別人一步一步的提示他便後清潔及督促他把紙掉進馬桶。 

1 

範例 

劍雄是肌肉萎縮病患者，以電動輪椅代步，全身肌力微弱，手腳多處關節變形。

小便時需要照顧者替他拿著尿壺排尿，大便後亦完全需要別人協助，更換尿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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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進食及進飲 

B2.1 進食情況（不包括外置喉管進食） 

目的 了解及記錄當事人過去一個月內進食的情況及所需協助。 

程序 透過面談，向當事人及／或其照顧者查詢當事人進食時的表現，常用的餐具及所需要的協助

等。至於食物種類方面，轉介者亦應留意及加以記錄，如有部分當事人會因咀嚼或吞嚥困難

而需要吃切碎／醬狀食物。 

範例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玉芬是失明人士，若桌面上的餐具位置不變，她能夠自己拿起羹吃飯。 0 

 卓健有過度活躍問題，集中能力很低。每餐飯都需要母親提示他拿起羹，甚至間

中亦需要觸碰他的手腕拿緊匙羹吃飯。 

1 

 阿貞因大腦痙攣，四肢活動欠靈活。進食時，要佩戴手托及要照顧者拿著她的手

腕，協助她把切碎食物送到口中。 

2 

 

B2.2 進飲情況 

目的 了解及記錄當事人過去一個月內飲水的情況及所需協助。 

透過面談，向當事人及/或其照顧者了解當事人喝水的情況及所需要的協助。若果當事人需要

用輔助器具幫助飲水，轉介者亦應作記錄。同時，在有需要時，轉介者可請他/她喝幾口水，

從而觀察其表現。若果當事人需要用輔助器具幫助飲水,轉介者亦應作記錄。以下列出的是一

般常見的進飲輔助工具： 

程序 

 
飲管 雙耳杯 切口杯 有蓋啜飲杯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阿玲雖然有吞嚥困難，但能夠自己拿起「cut口」杯，慢慢地飲水。 0 

月潔的手口協調能力欠佳，飲水時需要照顧者輕碰她的手肘，並提示她把手肘固

定在枱面上，然後拿緊雙耳杯飲水。 

1 

範例 

忠明因四肢癱瘓，雙手控制很弱。餵水時，照顧者要替他拿飲管杯，放近嘴邊，

讓他吸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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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室內行動能力（只需回答 B3.1或 B3.2） 

B3.1 室內行走 

目的 了解及記錄當事人過去一個月內於室內環境行走的表現及所需協助。 

轉介者可在面見當事人的時候，觀察其在室內環境行走的情況（如步姿的穩定性及耐力），並

記錄所使用的助行器具（如適用）。以下列出的是常用的助行器具： 

程序 

 

拐杖 

+ 手肘/腋下杖 

 

四腳拐杖 + 

三腳拐杖 

 

 

助行架 

+ 承托前臂助行架 

 
輪子助行架 

前/後/四輪子推架 + 

梯架/梯背椅 

定義 在一般性的室內環境行走約兩分鐘（按個別需要，當事人可使用助行器具）。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阿生患有小兒麻痺，一向用手杖行走，能處理簡單家務，當他站立過久而覺疲倦

時，便會坐下來休息。 

0 

家豪半年前中風，半身不遂，走路時右手拿四腳叉，但身體平衡欠佳，需照顧者

在旁給予鼓勵及在有需要時摻扶他，以免跌倒。 

1 

範例 

嘉平是大腦痙攣人士。在進行步行練習時，他能抓緊推架，但雙腳踏步則需要訓

練員一步一步協助。 

2 

 

B3.2 室內使用輪椅 

目的 了解及記錄當事人過去一個月內於室內環境使用輪椅的能力及所需協助。 

程序 如果當事人需要坐輪椅，轉介者可透過面談了解其在室內操作輪椅的表現及所需要的協助，

如開動輪椅，拉刹車掣固定輪椅及向不同方向推動輪椅。 

定義 在一般性的室內環境操作輪椅。 

活動表現 評估分數

阿美有先天性脊椎問題，下肢失去活動能力，上肢控制良好，以輪椅代步。她能

在家裡控制輪椅，自我照顧及處理簡單家務。 

0 

阿珍患有大腦痙攣，影響雙腳活動，需要坐輪椅。在家中，她能夠慢慢地推動輪

椅向前行。遇有障礙物（如傢俬）的時候，則需要別人口頭提示及在轉彎時加以

協助。 

1 

範例 

榮輝是嚴重弱智人士，因大腦痙攣問題，影響四肢活動。日常活動有賴照顧者替

他推動輪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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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為問題 * 

 

目的 部分當事人有不同類別及不同程度的行為問題。此部分為協助識別有嚴重行為問題的當事

人。 

評估方法 轉介者可透過下列方法了解情況，進行評估： 

（a）當事人及其家人／照顧者提供的資料；及 

（b）有關的醫療紀錄及其他紀錄。 

定義 1. 「行為問題」包括「攻擊行為」（A1及 A2）、「自我傷害行為」（B1 、B2及 B3）、「破

壞行為」（C1 及 C2）及「其他行為問題」（D）四個範疇。「其他行為問題」（D）包括不恰

當性行為、厭惡行為及重覆行為。項目 A1、B1、C1及 D評估當事人在過去一年內有否表

現該類行為問題，而項目 A2、B2、B3及 C2則評估當事人的行為問題是否達到嚴重程度。

2. 每類行為問題的定義／例子及每類行為問題嚴重程度的定義已在相關項目詳細客觀註

明。項目 A2中的「他人身體嚴重受傷」及 B2中的「自己身體嚴重受傷」，指其嚴重程度引

致他人或當事人需要醫護人員即時治理。項目 C2中的「嚴重物資破壞」，指其嚴重程度引

致該物資重要功能或其外觀受永久性／嚴重損壞。項目 D「其他行為問題」沒有包括離家

出走或偷走。如有這類行為問題，可記錄在 VI.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中的項目 C4內。

3. 在某事件／事例中，當事人表現之行為問題所產生的後果，則不應評估為另一行為問

題。例如當事人在表現攻擊行為時，傷害了自己及導致嚴重物資破壞，該行為只應評估為

攻擊行為，而不應再評估為自我傷害行為和破壞行為。 

4. 項目 E評估當事人家人／照顧者在處理行為問題時，是否覺得非常困難。這項目評估

當事人家人／照顧者的主觀感受。 

得分計算 1. 任何沒有發問的項目，請給予 0分。 

2. 評估員可參考附表的指示，得出本範疇的評估結果。 

其他 如轉介者得悉當事人有嚴重行為問題，或當事人家人／照顧者在處理行為問題時覺得非常

困難，應考慮轉介當事人接受臨床心理服務。 

 

附表 

項目 A1、B1、C1 

和 D的總分 

項目 A2、B2、B3 

和 C2的總分 項目 E的得分 評估結果 

0分 -- -- 沒有行為問題 

1分 
有行為問題，並需要有較

多員工的康復服務 1分或以上 

0分 

1分 

1分或以上 

0分 
0分 

有行為問題，但無需有較

多員工的康復服務 

                                                 
* 此部分以 Borthwick-Duffy, S. A. (1994). Prevalence of destructive behaviors. In T. Thompson & D. B. Gray 

(Eds.), Destructive behavior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p. 3-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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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 

 

A項：照顧系統 

目的 了解當事人現存的照顧系統所面臨的危機因素或風險。 

程序 本項評估適用於以下情況： 

1. 當事人現時在家接受照顧； 

2. 當事人現正接受院舍、醫院或特殊學校寄宿服務，在這情況下轉介者可透過了解當事人

回家渡假時的照顧安排，從而了解主要照顧者的狀況。倘若當事人已有一段長時間沒有

回家，轉介者應以當事人離開院舍後會為當事人提供照顧的人士為評估對象。 

在了解照顧系統所面臨的危機因素或風險時，轉介者可直接向主要照顧者查詢有關情況，並

以客觀事實為準，有需要時可要求出示有關紀錄或證明，或在取得受訪者同意下向其他人士

核實有關資料。 

定義 1. 主要照顧者及次要照顧者：指現今或可見將來會為當事人提供照顧或協助的家人，包括

父母、家屬或親人。若當事人沒有主要照顧者，可於主要照顧者的姓名一欄填「無」。倘若當

事人長時間在院舍、醫院或特殊學校寄宿，則應以當事人離開院舍後會為當事人提供照顧的

人士為主要／次要照顧者。 

2. 其他照顧者：指提供協助的鄰居、朋友，或受聘照顧當事人的家庭傭工，但不包括院舍

職員或醫院員工。 

3. 照顧：指為當事人提供日常自理或基本護理，或就此提供指導或幫忙；但不包括院舍或

醫院探望、沒有口頭提示或身體接觸的看顧，或純粹金錢上的援助。 

4. 協助：指各種形式的照應或援助，包括沒有口頭提示或身體接觸的看顧。 

5. 每周照顧時數：指照顧者每周在日常自理、基本護理等活動上提供的幫忙或指導所需的

時間，並以小時為單位計算。照顧時數並不計算院舍或醫院探望、沒有口頭提示或身體接觸

的看顧，或金錢援助所花的時間。 

6. 照顧系統：指為當事人提供照顧及協助的支援網絡，包括家人、親友、鄰居、家庭傭工

等。 

7. 相當的危機或風險：指有客觀跡象顯示照顧系統在目前（或可見未來）會無法為當事人

提供照顧或協助。 

 

B項：人際關係 

目的 了解當事人現時是否有嚴重人際關係問題。 

程序 轉介者可直接向主要照顧者查詢有關情況，並以客觀事實為準，有需要時可要求出示有關紀

錄或證明，或在取得受訪者同意下向其他人士核實有關資料。 

定義 嚴重衝突：指由於當事人本身的性格或行為長期對家人、鄰居構成滋擾而引起的衝突，並須

警方或專業人士介入。由於鄰居歧視行為引起的衝突或一般家庭糾紛不屬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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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項：其他風險／危機因素 

目的 了解當事人現時的安全是否存在相當危機或風險。 

程序 轉介者可直接向主要照顧者查詢有關情況，並以客觀事實為準，有需要時可要求出示有關紀

錄或證明，或在取得受訪者同意下向其他人士核實有關資料。 

定義 相當危機或風險：指有跡象顯示當事人現時的安全情況正受到威脅。這些因素並不限於法例

上不容許的行為（例如性侵犯）。轉介者須以專業判斷有關行為的嚴重性，並作出適當跟進

以防止問題惡化。 

 

照顧系統評分準則 

照顧系統所面臨的危機因素／風險項目的總分 結果 

1分或以上 現有照顧系統已面臨相當的危機或風險 

0分 現有照顧系統並無危機或風險 

 

人際關係評分準則 

人際關係項目的總分 結果 

1分或以上 當事人的人際關係已出現嚴重問題 

0分 當事人的人際關係並沒有嚴重問題 

 

其他風險／危機因素評分準則 

其他風險／危機因素項目的總分 結果 

1分或以上 當事人的安全存在相當的危機或風險 

0分 當事人的安全並沒有危機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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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總結 

目的 綜合評估結果，並考慮照顧系統連同社區支援服務是否能夠提供所需照顧，以決定當事人是

否需輪候院舍服務。 

程序 1. 轉介者須根據本手冊四個主要評估範疇，即護理需要、功能缺損、行為問題及家人／照

顧者的應付能力所列的評分準則，決定每一個範疇的評估結果（即 A至 D各部分的第 1項）。

2. 轉介者可根據家人或照顧者所提供的資料，再加上社工的評估，判斷現時有沒有家人或

親友可提供所需的照顧或協助（即 A至 D各部分的項目 2）。 

3. 轉介者再根據家人或照顧者所提供的資料，再加上社工的評估，判斷現有服務（包括社

康護理、社區支援、日間訓練、家庭服務、體恤安置、各種治療及輔導等，參考附錄二）可

否提供所需的協助（即 A至 D各部分的項目 3）。 

4. 倘若當事人的照顧系統及現有服務均不能在任何一個範疇內提供當事人所需照顧或協助

（即 A至 D任何一個範疇內的項目 2與項目 3的總分為 2分），當事人有需要輪候院舍服務。

若當事人的照顧系統或現有服務已可提供所需照顧或協助（即每個範疇內的項目 2與項目 3

的總分都低於 2分），當事人現時無須輪候院舍服務。E1部分須完全根據前面 A至 D項資料

填寫，評估員不應另行作出判斷。 

5. 評估員再根據本手冊中的《服務需要評估流程》（附錄一），建議當事人所需服務類別。

E2部分須完全根據前述評估結果及《服務需要評估流程》，評估員不應另行判斷適合當事人

的服務類別。倘若當事人同時適合社區照顧服務及院舍服務，應優先考慮社區照顧而非院舍

服務，以協助他們融入社區。 

6. 倘若當事人被評估為不需要輪候院舍服務，但評估員發覺有評估過程未有提及的情況而

導致當事人需要某類院舍服務，或評估員認為所建議的服務未能滿足當事人的需要，可於 E3

項詳細列明該情況及需要院舍服務的原因，並建議所需服務的類別。然而 E3的補充資料不應

改變原有列於 E1及 E2的評估結果。 

定義 1. 提供所需照顧／協助：指評估員從評估中所得知的具體需要，可以由家人、照顧者或各

類社區支援服務所滿足或解決。 

 

總結 E1部分評估標準 

評分準則 結果 

A至 D四個範疇內，有任何一個範

疇的項目 2與項目 3的總分為 2分 

現有照顧系統連同社區支援服務等均不能提供所需照顧或協助，當

事人有需要輪候院舍服務 

A至 D四個範疇內，每個範疇的項

目 2與項目 3的總分皆少於 2分 

現有照顧系統、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服務等已能提供所需的照顧或

協助，現階段並不需要輪候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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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智人士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護理需要 極高護理需要

超逾殘疾人士
護理院範圍；可考
慮療養院服務

殘疾人士護理院 
(C&A/SD)

功能缺損

沒有、低度或中度
缺損

高度缺損沒有缺損

家人／照顧者
的應付能力

弱智人士服務需要評估流程

家人／照顧者
的應付能力

功能缺損

低度缺損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家人／照顧者
的應付能力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HMMH)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宿舍 (HSPH)

低度或沒有
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家人／照顧者
的應付能力

家人、親友及社區
支援等服務均不能
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或社區
支援等服務已能提
供所需照顧

可考慮申請
社區住宿服務

行為問題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家人／照顧者
的應付能力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HSMH)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中度缺損

行為問題

是否肢體傷殘
人士？

是否嚴重／極
度嚴重弱智人

士？

是

否
是否嚴重／極
度嚴重弱智人
士？

否 是

否是
有行為問題並需要
較多員工的服務

無行為問題，或有
行為問題但不需要
較多員工的服務

有行為問題並需要
較多員工的服務

無行為問題，或有
行為問題但不需要
較多員工的服務

綜合評估結果，並
考慮家人、親友或
社區支援等服務能
否提供所需照顧

綜合評估結果，並
考慮家人、親友或
社區支援等服務能
否提供所需照顧

綜合評估結果，並
考慮家人、親友或
社區支援等服務能
否提供所需照顧

綜合評估結果，並
考慮家人、親友或
社區支援等服務能
否提供所需照顧

綜合評估結果，並
考慮家人、親友或
社區支援等服務能
否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或社區
支援等服務已能提
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或社區
支援等服務已能提
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或社區
支援等服務已能提
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或社區
支援等服務已能提
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及社區
支援等服務均不能
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及社區
支援等服務均不能
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及社區
支援等服務均不能
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及社區
支援等服務均不能
提供所需照顧

護理需要

附
錄
一



肢體傷殘人士 護理需要

殘疾人士護理院 
(C&A/SD)

肢體傷殘人士服務需要評估流程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宿舍 (HSPH)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沒有、低度或中度
護理需要

高度護理需要 極高護理需要

功能缺損

沒有或低度缺損 中度或高度缺損

家人／照顧者
的應付能力

日間訓練或
社區支援服務

超逾殘疾人士
護理院範圍

家人／照顧者
的應付能力

家人、親友及社區
支援等服務均不能
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或社區
支援等服務已能提
供所需照顧

綜合評估結果，並
考慮家人、親友或
社區支援等服務能
否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及社區
支援等服務均不能
提供所需照顧

家人、親友或社區
支援等服務已能提
供所需照顧

綜合評估結果，並
考慮家人、親友或
社區支援等服務能
否提供所需照顧

 



弱智人士服務配對表 

護理需要 功能缺損 

是否有行為

問題並需要

較多員工的

康復服務？ 
是否肢體傷

殘人士？ 

是否嚴重／

極度嚴重弱

智人士？ 

照顧者／社

區支援能否

提供協助？ 建議服務 
極高護理需要      可考慮療養院服務 
高度護理需要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高度護理需要     不能 殘疾人士護理院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是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是 不能 殘疾人士護理院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否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否 不能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中度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中度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不能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中度護理需要 低度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中度護理需要 低度缺損    不能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中度護理需要 沒有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中度護理需要 沒有缺損    不能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是 是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是 是 不能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是 否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是 否 不能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否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否  不能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不能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低度缺損 是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低度缺損 是   不能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低度缺損 否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低度缺損 否   不能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沒有缺損 是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沒有缺損 是   不能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沒有缺損 否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沒有缺損 否   不能 可考慮申請社區住宿服務

肢體傷殘人士服務配對表 

護理需要 功能缺損 
照顧者／社區支援 
能否提供協助？ 建議服務 

極高護理需要   可考慮療養院服務 
高度護理需要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高度護理需要  不能 殘疾人士護理院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不能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中度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中度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不能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高度缺損 不能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能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中度缺損 不能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低度／無護理需要 低度缺損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低度／無護理需要 沒有缺損  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 

 



 住宿服務以外的各類日間訓練及社區支援服務 附錄二 

 

服務名稱 護理服務 職業/日間訓練 日間照顧 職業/物理治療 心理/行為輔導 社交及支援 短期住宿 居所安排 
社康護士服務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輔助就業         
庇護工場         
綜合職業康復訓練中心         
展能中心         
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家務指導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日間暫顧服務         
假期照顧服務         
家居暫顧服務         
延展照顧服務         
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醫務社會服務         
康復機構熱線輔導服務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         
殘疾人士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結伴行計劃         
健樂會         
弱智成人教育         
輪椅維修服務         
短暫住宿服務         
緊急住宿服務         
愛心連結計劃（家庭暫顧）         
體恤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