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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慢病作業治療實踐指南》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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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是最常見和最昂貴的健康問題之一。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和不健康生活方式，慢性病患

病率和疾病負擔將繼續增加。慢性病不僅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還對其照顧者在成巨大的身體和情

感壓力。作業治療師可以通過健康管理幹預措施來緩解這些疾病的影響。這些健康管理幹預措施

側重於“制定、管理和維持健康和常規保健（包括自我管理），以改善或維持健康，支持參與其

他作業”。作業治療師通過全面考慮患者的內在因素（如認知、心理、身體狀態）和外在環境

（如文化、社會支持、政策），積極改變慢性病的發展軌跡，減少失能，提高患者的獨立性，並

為照顧者減輕負擔。這種方法強調了患者的整體福祉，並支持他們在家庭、工作和社會中的角

色。 

2022 年，美國作業治療協會(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AOTA)在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上發表了《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Adults With Chronic Conditions》[1]（《成人慢病作業治療實踐指

南》），該指南基於 102 篇研究，提出了 A 級（強烈推薦）到 B 級（中等推薦）的證據支持對慢

性病患者使用自我管理幹預的臨床建議。指南中報告的四項系統評價主要解決四種常見的、非傳

染性的，可通過健康行為改變的慢性身體狀況：心臟病、慢性肺病、糖尿病和腎病[2-4]。 

一、指南中推薦的幹預策略 

1.自我管理幹預慢病社區居住成年人的 ADL 以及睡眠和休息 

 

 

2.自我管理幹預慢病社區居住成年人的 IADL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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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糖尿病 

 

 

2.2 肺部疾病 

        

2.3 心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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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管理幹預慢病社區居住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志願服務、休閒和社會參與 

 

4.中風患者的照顧者進行幹預以維持他們對照顧者角色的參與 

 

二、指南中推薦策略的選擇與調整 

為了修改或調整基於證據的幹預措施以適應實踐，作業治療師必須提前計畫並積極思考他們

需要做出的改變，以使幹預措施適應患者和實踐環境[5]。此外，他們必須記錄他們如何以及為什

麼改變所研究的幹預措施，以便他們環境中的其他人知道如何實施幹預措施以及做出改變的原

因。當從業者調整幹預措施時，不再以證據為基礎，而是以證據為依據。如果需要對幹預進行廣

泛的調整，則幹預可能不適合患者或環境。如果從業者發現幹預措施不適合服務物件，不應使用

該幹預措施。臨床應用幹預應盡可能與研究中使用的幹預相似。 

三、總結 

本實踐指南匯總了最新研究證據，為針對心臟病、慢性肺病、糖尿病及腎臟疾病成人患者的

自我管理幹預措施，為作業治療師提供臨床決策依據，也還可用於作業治療教育課程等。建議作

業治療師在為患有慢性疾病患者提供幹預時常規採用多模式方法,包括教育、目標設定及解決問題

等組成部分，並堅持長時間實施，以幫助患者建立自我管理的習慣和日常生活模式。此外，在規

劃和提供服務時，治療師還應考慮以下幾點：結合標準化的表現評估與患者自述；遠端醫療模式

與面對面訪問相結合；與跨專業團隊成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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