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高齡者服務和住房③ 

 

此前，我們曾介紹過日本的照護保險制度和高齡者的住房選擇。 

首先，是否需要 "長照護理"，其次，是否需要 "醫療支援"。 

住房的選擇也取決於 "失智症狀"。 

 

本期將詳細介紹選擇住房和設施的要點。 

在提出願望和要求之前，首先要確認目前身體的狀況能有哪些設施可以使用。 

 

１．“所需的護理程度"、"是否患有失智症 "和 "是否需要醫療"。 

  ① 您可以入住的設施取決於您的 "所需護理級別"。 

例如，特殊養護老人院原則上需要 3 級以上護理才可入住。 

集體之家規定，有失智症状，需要 2 級以上程度才可入住。(還有其他一些條

件，如年齡以及居民是否拥有与該機構位於同一城市的居住證明）。 

可以預想到許多人在入住後護理需求會逐漸增加，因此，我們必須確認，即使

護理程度變得更加嚴重，是否能得到與護理需求相適應的護理水平和服務。 

還有必要確認參與護理工作的常駐人員編制及其工作時間以及他們的資歷。 

對於那些需要 "吸痰 "或 "插管喂養"（胃管、肠管或鼻管）的患者，也有必要

確認是否有可以進行這些操作的護理人員及其人數。 

 （日本人口正在高齡化，隨之而來的是養老院内人口高齡化和護理程度重度化

的問題。原本只有醫生或醫生指導的護士才能進行 "吸痰 "和 "插管喂食 "這些

醫療程序，但 2012 年 4 月，《社會福利法》和《長照福利法》進行了部分修訂，

允许受过一定培訓的長照護理人員進行吸痰和插管喂食。 ) 

②可入住的設施因"有無失智症 "而不同。 

爲了讓患者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要確認患者是否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否能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人員是否對失智症有一定認知（是否舉辦培訓課程和

學習小組）。有些機構會依據失智症状制定勸退出院標準，請記得確認。 

另外，依據失智症状，設施可能會分樓層，因此要確認居住環境是否符合居住

者的意願。 

 ③允許他們入住的設施因 "醫療支援 "的性質而不同。 

可以提供哪些醫療服務，如果病情發生變換是否也可以提供醫療服務。依據病

情，您可能不得不搬出，或者醫療费用可能會變高，因此您需要仔細查看合同（入

住和搬出的條件）。 

護士的配备也是一個確認要點。如果總是需要醫療救治，護士的配备也很重要，

因为護理人員無法做到這一點。 



  還需注意設施内是否有生命體徵的檢查，有人打招呼，為受傷人員提供急救、

藥物管理狀況等。 

 同樣重要的是與醫療機構的合作體制。有些機構，如高齡者保健機構，有配备

医生的標準，但其他機構是生活場所，因此没有 24 小时值班的醫生或護士。即

使是特别養護老人院，由于是生活場所，没有强行規定醫生的日間值班或護士的

夜間值班。 

有必要確認該設施與多少家醫療機構有合作？它們能提供哪些幫助？ 

 

(參考資料）厚生勞動省公佈了表 1 中的 "養老院選擇合作醫療機構的要求"，

作为 2024 年新年度護理费修訂的一部分，要求特殊護理機構和高齡者護理機構

等療養院選擇合作醫療機構提供後勤支持。 

合作醫療機構包括居家護理支援醫院、居家護理支援診所、設有社區綜合護理

病房（200 張床位以下）的醫療機構和居家護理後勤支援醫院，這些機構 "應與

設施距離不遠"。 

 

表１ 

養老院選擇合作醫療機構的要求 

① 入住者的病情發生驟變時，確保隨時能和醫生和看護人員相互溝通應對的機

制 

② 確保隨時能就醫的機制 

③ 確保入住者的病情發生驟變時，原則上需要住院上能隨時住院 

＊可由數家醫療機構来滿足上述規定的條件 

◆1 年有 1 次以上，與合作醫療機構之間，在確認入住者病情發生驟變的對應措

施同時，將該醫療機構的名稱報告給指定管理部門 

 

還有一點需要確認的是康復系統。 

在這些設施中，物理治療師（PT）、職業治療師（OT）和言語治療師（ST）提供

康復服務，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活動也是康復過程的一部分。 

物理治療師提供以恢復運動功能為目的的康復治療，職業治療師提供以恢復日

常活動為目的的康復治療，語言治療師改善語言交流、進食和吞嚥功能等。日常生

活康復在日常活動中進行，例如叠衣服、擦桌子、端菜等。 

 此外，還在日托中心配备了功能訓練指導員，功能訓練指導員還在入住設施中為

入住者的日常生活活動提供支持。 

最後，重要的問題是能否提供臨終關懷。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醫療機構提供臨終關懷服務，但也有一些醫療機構不提供林

中關懷服務。 



 緊急情況發生時，您和您的家人希望得到怎样的護理，以及您希望如何度過最後

的時光，如何選擇最合適的設施來滿足這些需求尤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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