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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面臨著老年人口上昇及其在健康與照護上的挑戰，尤其是在亞洲老年人口

以年增超過 5％成長速度的臺灣也無可倖免，且預計在 2050 年將趕上日本 37.7%的

老年人口。隨著年齡增加下，老年人常見的健康狀況有其獨特特徵，且與嚴重的罹

病率和不良的健康結果相關，為現今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WHO, 2018)之一。每二~

四年舉行一次的 IAGG 會議是一個老年學為主軸的國際學術大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國際會議之一。全世界研究人員和相關企業在此國際會議中一起分享最新發現和研

究成果，除了參與研究人員的彼此分享討論之外，IAGG 議程策劃委員會規劃老年相

關主題包括Dementia、Social science、Geriatrics、Aging Science、Gerodontology、

Frailty and Sarcopenia、Gerontechnology、COVID-19 Others 等及多達 52個的主

題討論會(Symposium Topics)，觀摩內容將精采可期。另外，本院蘇淑芬秘書及陳

秋盈營養師榮獲大會錄取海報發表共 8篇，為臺南醫院首次於 IAGG國際研討會發表

論文，分享本院的研究成果並與與會貴賓現場交流，在發表過程的學習及成長是同

仁相當寶貴的經驗，亦可學以致用藉此提升自身研究視野及臨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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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全球面臨著老年人口上昇及其在健康與照護上的挑戰，尤其是在亞洲老年人口以年

增超過 5％成長速度的臺灣也無可避免。依國發會推估 2022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18.4%，

而 85歲以上的比率為 1.9%，預估於 2039 年老年人口將突破 30%，在 2050年將趕上日本

的 37.7% (臺灣 37.5%)。 

隨著年齡增加下，已廣泛使用“老年綜合徵狀(Geriatric syndrome)”來突顯老年

人常見健康狀況的獨特特徵，包括壓瘡、尿失禁、跌倒、功能衰退和譫妄，且與嚴重的

罹病率和不良的健康結果相關(Inouye et al., 2008)。其中如老年人跌倒即為重要的公

共衛生問題(WHO, 2018)之一。 

在老年綜合徵狀的老年人中罹患衰弱(Frailty)、肌肉減少症(Sarcopenia)、體重減

輕(Weight loss)和失智症(Dementia)的比例很高。又由於當多個相互關聯的生理和生物

系統的失調超過臨界功能障礙的閾值時，就會出現這種狀態，嚴重損害體內平衡，在臨

床上將可識別出老年人與年齡相關的生理儲備和多個器官系統功能的下降，導致應對日

常或急性壓力源的能力受損定義為衰弱(Frailty)，故維持身體功能是避免引起衰弱綜合

徵狀(frailty syndrome)的重要因素。 

本院之定位為社區型醫院，65歲以上就醫病人約占 50%，除了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推

動長照相關轉銜及轉介服務外，更積極爭取台南市山上區長照 A級單位及台南市東區 B

級單位，以增加提供老年人需求服務之機會，提升其生活品質，實現在地老化。 

每二~四年舉行一次的 IAGG Asia/Oceania Regional Congress 2023 是一個老年學

為主軸的國際學術大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會議之一，主辦單位為日本老年醫學會 

(The Japan Gerontological Society, JGS)。全世界研究人員和相關企業在此國際會議

中一起分享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除了參與研究人員的彼此分享討論之外，大會的主題

為 For Enhance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through Innovation and Wisdom Sharing ，

且IAGG 議程策劃委員會規劃老年相關主題包括Dementia、Social science、Geriatrics、

Aging Science、Gerodontology、Frailty and Sarcopenia、Gerontechnology、COVID-19 

Others等及多達 52 個的主題討論會(Symposium Topics)，研討會內容將精采可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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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討會於日本 PACIFICO Yokohama North 舉行，為期 3天，可凝聚各領域專業人員的

意見並汲取各國的經驗，快速獲得最新的研究及調查結果。 

研討會由 The Japan Federation of Gerontological Societies (JFGS) 為主辦單

位，委員會組成包括 Japanese Psychogeriatric Society (JGS)、The Japan 

Socio-Gerontological Society(JSGS)、The Japan Society for Biomedical Gerontology 

(JSBMG)、The Japanese Society of Gerodontology (JSG)、Japanese Psychogeriatric 

Society (JPS)。JFGS 是一個跨學科的科學協會，致力於研究老齡化問題以及老年人的服

務和護理，不僅在經濟和社會學領域，而且在社會福利科學、心理學、建築學、健康科

學領域 、護理和精神病學。該協會擁有廣泛的不同背景的成員，從社會、行為和健康科

學研究人員到醫生、護士和其他福利和護理專業人員。除了每隔一年與其成員協會舉行

一次重要的學術會議外，自 2002 年以來，JGS 還舉辦了額外的年度研討會和專題討論

會。此次 IAGG Asia/Oceania Regional Congress 2023 的委員會主席是東京都老年醫學

研究所(該所於 2022 年已成立 150週年)所長 Kenji Toba M,D.,Ph.D，他們成功地推動了

身心健康的主要政策，以追求所有老年人，尤其是最弱勢群體的健康預期壽命，並透過

與醫療和社會福利資源建立密切關係，提供無縫接軌的服務，以提高急性護理後的生活

質量。 

日本面臨著超高齡社會的到來，其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 1/4，在超高齡社會有 3

個挑戰：(1)認知能力下降的人增加，(2)衰弱的老年人增加，以及(3)成為高死亡率的社

會。 對於這些困難的挑戰，我們可以提出什麼解決方案？簡而言之，在超高齡社會中，

應將針對認知衰退和衰弱的預防性研究納入國家健康策略，以延緩殘疾的發生，而日本

可能是一個好的或具有挑戰性的範本，這是在日本舉辦會議的最大原因，且值得臺灣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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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此次參加研討會的行程，期能達成下列目的： 

一、 了解國際推動長照服務與政策之進展。 

二、 學習並了解國際對於老年醫學相關研究發展。 

三、 增加學術及醫療體系間之交流，充實新知，培養專業人才。 

四、 拓展國際視野，即時提升及更新照護品質。 

參、參加研討會過程 

 IAGG Asia/Oceania Regional Congress 2023 的會議時程為 112年 06月 12日至

14日於日本 PACIFICO Yokohama North 舉行，研討會與會人員包括職、陳俞沛醫務秘書

與陳秋盈營養師，IAGG 議程策劃委員會規劃老年相關主題包括Dementia、Social science、

Geriatrics、Aging Science、Gerodontology、Frailty and Sarcopenia、Gerontechnology、

COVID-19 Others等及多達 52個的主題討論會(Symposium Topics)，且此次有 2位同仁

錄取 8篇海報發表，可增加同仁之國際學術交流、拓展研究及各領域之視野，實為一最

佳學習機會。 

  

  

PACIFICO Yokohama North 會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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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淑芬秘書、陳俞沛醫務秘書與陳秋盈營養師與會合照 

PACIFICO Yokohama 是日本最大的會議中心之一。 自 1991 年開館以來，承辦了許

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會議和文化活動，該場地也是一個綜合且功能完善的場地，可舉

辦任何規模的活動，設有 5,000個座位的國家會議廳、50個會議中心、20,000 平方米的

展覽廳，及寬敞的戶外空間，提供安心和舒適的環境。 

  

PACIFICO Yokohama North及大會會場 

IAGG Asia/Oceania Regional Congress 2023 的主題為 For Enhance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through Innovation and Wisdom Sharing，安排了 Keynote/Special Lecture

及 Symposium Topics，其中 Keynote/Special Lecture 內容包括老年人的危機、細胞衰

老和癌症、科技創新平台、社區老年人智能輔助綜合照護、教育軌跡/健康和高齡化、創

造終生活躍的社會….等主題超過 65場的演講交流會議，更邀請到 WHO 的 Dr Yuka Sumi

做專題演講：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ICOPE) approach: UN 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2021-2030)。 

為期三天之研討會會場及演講主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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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研討會 

 
第二天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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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彩的議程中，有數場專題演講對於本院在推展臨床業務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包

括： 

(1)研討會中的 Keynote Lecture-Nutrition and Healthy Aging 之演講者為日內瓦醫學

大學 Prof. Jean-Pierre Michel，他強調除了遺傳因素之外，情感和教育家庭環境以

及一般環境從生命的第一天開始就相互作用，其他如社會經濟水平、父母教育、城市

或農村地區的學校教育，也在健康素養的差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決定了健康生活

方式、危險行為、藥物濫用等行為，也決定了人們是否遵從健康與衛生規範、疫苗注

射和醫療相關治療。 

(2)Social Science 的主題演講為 Health Inequality in Gerontology，其中亦邀請到

臺灣成功大學醫學院健照所的劉立凡教授演講，強調年齡歧視(Ageism)和健康不平等

對老年人之影響，他引用了聯合國對於老年人的生活原則中提到”Care” 及” 

Dignity”，應提供適切之長照服務及減少年齡歧視(包括態度上的偏見、行為及態度

 
第三天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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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歧視等)，可藉由資料收集/分析、與老年人接觸、增加老化過程的相關知識及政

策協調等方法來改善偏見或歧視問題。 

  

劉教授演講內容 

 

(3)大會亦邀請到 Karolinska Institutet and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tipal 的 Prof. Miia 

Kivipelto演講有關他研究團隊正在進行的 FINGER model，如何透過多專科領域的介入措施來

降低或預防失智症的發生，其 FINGER model 包括 Healthy balance diet, Exercise, Cognitive 

training, Social activities, Managing vascular and metabolism risk factors。介入過

程以個人或小組方式進行，且以小步驟進展並給予正向回饋的多專科團隊介入，初步的研究成

果為 2年的退出率為 12%，個案有高度遵從性(FINGER model : 62~95%)及無嚴重不良反應事

件。 

  

Prof. Miia Kivipelto演講內容 

 

(4)在 Oral Session中以Frailty and Sarcopenia為主軸之多場分享中，談論到 Oral Frailty(OF)

相關之研究，原本與會同仁欲在今年的研究計畫做 OF，因施測過程需專業人員協助且過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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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而改做口腔相關生活品質，大會裡分享的學者也都同樣面臨不易收案的窘境，這也表示本院

進行之研究方向及目標與國際研究接軌。 

  

  

Frailty and Sarcopenia 演講內容 

 

 

(5)大會亦邀請到 WHO 的 Dr Yuka Sumi做 Keynote/Special Lecture，講題為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ICOPE) approach: UN 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2021-2030)。

演講內容提到人口老齡化是全球人口趨勢，許多國家也都面臨著確保其衛生、社會和

照護系統能夠滿足老年人不同需求的挑戰，所以促進老年人的自主性和功能能力至關

重要。自聯合國通過（2021-2030）以來，更多國家和合作夥伴對健康老齡化感興趣。 

“健康老化十年”的行動領域包括“提供以人為本的綜合護理和針對老年人的初級衛

生服務”。 世界衛生組織之老年人綜合護理（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ICOPE）方法反映了護理的連續性，這將有助於調整衛生和社會服務方向，轉向更加以

人為本和協調一致性的老年照護。要擴大 ICOPE 的方法就需要改變衛生和社會系統以

及服務提供方式，其中包括：1)制定財政機制以支持綜合衛生和社會保健，使 ICOPE 介

入措施在沒有經濟負擔的情況下易於獲得和使用（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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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前和未來的衛生保健工作者提供管理老年人複雜需求的技能和知識；3)加強信息

和通信技術以促進整合多學科團隊的活動，並監測和評估實施的項目；4)減少環境障

礙並設計基礎設施以支持安全有效的照護服務。 

  

  

Keynote/Special Lecture 演講內容 

 

研討會各演講類別主題簡述如下： 

  

失智症相關演講主題 社會科學相關演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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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學相關演講主題 老化科學相關演講主題 

 

  

老年醫學相關演講主題 衰弱和肌少症相關演講主題 

 

 
 

通用經濟相關演講主題 COVID-19相關演講主題 

 

海報發表於 112 年 06月 12至 14日每天早上開始展示，特別安排在超過 1000 坪的

會場，錄取共 1,500 篇以上海報發表，本院職及陳秋盈營養師榮獲大會錄取共 8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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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發表主題及發表分述如下表。此次為疫情後首次參加國外的國際研討會，同仁積

極準備，亦與與會的研究同好相互切磋、交換心得，同行成員也一同學習及成長是相當

可貴的經驗。在分享本院的研究成果並與與會貴賓現場交流的發表過程，深刻的體認到

應加強自身的英文能力，將其寶貴經驗作為未來改善的方向。海報錄取及發表相關訊息

如下： 

  

  

蘇淑芬秘書海報錄取通知 

 

  

  

陳秋盈營養師海報錄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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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淑芬秘書發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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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盈營養師發表現況 

 

 

會場中設有各類長照服務設備包括肌力訓練、認知/運動訓練、身體測量儀器、

老年營養之食物開發、日本東京都安養機構介紹、居家環境監視設備…等參展攤位，

提供與會人員參觀及體驗，以瞭解各疾病檢查及治療的發展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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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廠商展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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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心得 

本次職與 2位同仁參加 IAGG Asia/Oceania Regional Congress 2023 研討會，會場

安排在橫濱的國際會議中心，該會議中心空間寬敞、舒適，報到時採 QR code掃描報到

即印出相關報名資料，相當迅速、方便，即便須因應上千位與會者，也無大排長龍的情

況。海報發表區即安排在報到處旁，佔地 1000坪以上之會場，演講廳則分布在 1至 3 樓，

與會人員可依照自己的領域或興趣選擇聽講，內容除了瞭解國際上目前對於老年疾病治

療之最新進展及研究外，同仁亦參與海報發表，對於同仁來說，是一個學習及拓展視野

的極佳機會。本院由職及陳秋盈營養師榮獲大會錄取共 8篇海報發表，為臺南醫院首次

多篇錄取發表於國際研討會，透過這次海報發表的機會與國際專家學者交流討論，展現

本院同仁在研究上積極努力之成果，增加臺灣在國際的能見度，也能蒐集瞭解國際上醫

學新知，有助於拓展同仁研究視野的深度與廣度。 

在分享本院的研究成果並與與會貴賓現場交流的發表過程，深刻的體認到應加強自

身的語文能力，不管是對與會人員提問的回應，或是在表達自身研究成果的優點，如何

以淺顯易懂的英文聚焦研究問題及優點，使他國學者可以迅速理解，讓整體研究成果發

表更形出色，將其寶貴經驗作為未來改善的方向。 

此次參與研討會上，主要聚焦在超高齡社會中，針對認知能力下降和衰弱的預防性

試驗應納入國家健康戰略，以延緩殘疾的發生。殘疾主要目標從傳染病、非傳染性疾病

到失智症、衰弱的軌跡等，對於所有亞洲/大洋洲國家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或具有挑戰

性的範本，就像日本 Keio University名譽教授 Atsushi SEIKE, Ph.D.所說，即便日本

   

蘇淑芬秘書參加證明 陳俞沛醫務秘書參加證明 陳秋盈營養師參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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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老齡化與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但也會帶來社會成本上升、勞動

力減少等問題。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促進老年人就業非常重要，讓有意願、

有能力的老年人在退休年齡後繼續工作，將減輕老齡化社會的人均社會負擔。而老年活

躍勞動者和消費者數量的增加，也將成為供給和需求經濟增長的動力。為了實現這一目

標，就需要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和就業機制，因此在日本創建一個終身活躍的社會將對這

些國家產生寶貴的影響，且值得我們借鏡。 

日本東京大學老年學研究所 Prof. Hiroko Akiyama 也在演講中提到，在本世紀出生

的日本人中有一半以上預計能活到 100歲。Individual aging 和 population aging 雖給

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新機遇，這需要技術創新和社會創

新。 

 

伍、建議事項 

    本院定位為社區醫院，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提供長照相關服務，承接長照計畫及擔任

長照 A單位，在院內亦有 52床日照中心，未來更積極規劃 200 床玉井住宿式長照機構之

設置，在參與此國際研討會後，除了瞭解目前老年醫學之治療趨勢外，還有其他創新方

向可供未來規劃長照相關服務時參考： 

一、即早做失智症與衰弱篩檢及預防，減少或改善疾病進展。 

二、創新科技產品(如：監視系統)應用於日照中心及住宿式長照機構之可行性。 

三、參考日本經驗規劃「活躍老化」計畫，在醫院與院區內之商家簽約時，附加請商家

先以部分工時的方式聘用退休老年人，再視情況慢慢擴大。 

四、目前本院有持續進行跨團隊合作之醫療服務為急性中風後期照護計畫(PAC plan)，

期待未來可組成如 FINGER model (Healthy balance diet, Exercise, Cognitive 

training, Social activities, Managing vascular and metabolism risk factors)之整

合照護團隊，提供以老年人為中心之長照服務。 

五、跨國合作已是全球趨勢，走上國際增加研究的視野有其重要性，建議可與國際間領

域相近之同好維繫交流，或更進一步進行研究合作計畫來進行人才培育，提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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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與世界接軌。 

六、建議除了同仁自身加強語文聽力與說話能力的訓練外，醫院也能安排一些在職教育

訓練課程，供有興趣的同仁參加，增加國際交流之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