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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評估及優化計劃 
 

服務簡介： 

加強推動本會的職業復康服務 

促進服務使用者的全人發展 

  

主要服務範圍： 

職能評估及健康促進 



2014年4月24日舉行「健康檢查日」 

• 當日合共有154位服務
使用者、職員及義工
參加 
 

• 當中有95位是新翠實
業社學員 (有65%學員
出席) 
 

• 檢查主要有四方面： 
– 骨質密度 

– 體重指標及腰圍 

– 身體脂肪比率 

– 血壓及靜態心跳率 



「健康檢查日」
當日情況 



年齡 男 女 總數 
50歲以下 28 21 49 

50至59歲 11 20 31 

60至69歲 6 6 12 

70歲或以上 3 0 3 

最大年齡 72 62 

最小年齡 21 22 

70歲或以上 
3% 

50歲以下 
51% 50至59歲 

33% 

60至69歲 
13% 

男 

51% 

女 

49% 

男 女 總數 
48 47 95 

參加者的性別和年齡分佈 



身高體重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男 女 總數 

18.5以下      
(過輕) 

2 4 6 

18.5至22.9  
(適中) 

19 8 27 

23至24.9      
(過重) 

9 10 19 

25或以上     
(肥胖) 

18 25 43 

18.5以下      

 (過輕) 

7% 

18.5至22.9   

 (適中) 

28% 

23至24.9      

 (過重) 

20% 

25或以上      

(肥胖) 

45% 



腰圍 

腰圍 男 女 總數 

標準 27 6 33 

超標 
男>90cm  
女>80cm 
(中央肥胖) 

21 41 62 

標準 超標 (中央肥胖) 

男 27 6 

女 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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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 

血壓  男 女 總數 

低血壓 1 1 2 

理想血壓 20 33 53 

前期高血壓 20 8 28 

高血壓 7 5 12 

低血壓 

2% 

理想血壓 

56% 

前期高血

壓 

29% 

高血壓 

13% 



心跳率 男 女 總數 

低於理想心跳率 

<60beat/min 
1 3 4 

理想心跳率 
60-100beat/min 

42 41 83 

高於理想心跳率 
>100beat/min 

5 3 8 

靜態心跳率 

理想心跳率 
87% 

高於理想心跳率 
9% 

低於理想心跳率 
4% 



骨質密度 

骨質密度 
T-score 

男 女 總數 

負1以上 
(正常) 

13 26 39 

負1至負
2.5 (偏低) 

24 18 42 

負2.5以下 
(極低) 

11 3 14 

負1至負2.5  
(偏低) 
44% 

負1以上  
(正常) 
41% 

負2.5以下  
(極低) 
15% 



健康檢查日總結 

• 45%屬肥胖、20%過重、7%過輕 

• 65%屬中央肥胖，其中以女性學員中央肥胖
情況更嚴重 

• 42%屬前期高血壓或高血壓 

• 9%靜態心跳率高於理想心跳率、4%低於理
想心跳率 

• 15%骨質密度屬極低水平、44%屬偏低水平 

 



健康檢查日的後續工作 

1. 替出現高血壓前期、高血壓或心跳率過高的學員，
重檢血壓及靜態心跳率，制作一週血壓記錄。 

 
2. 在新學員進行 

 職能評估時一拼 
作基本身體檢查 

 

3. 健康檢查的數據 
將作日後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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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日的後續工作 

4. 個別健康諮詢 

 

5. 按需要聯絡家人、照顧者及宿舍職員 

 

6. 在四月份的會員大會舉辦「健康紀錄資訊
及相關建議」的講座 

 

7. 為部份健康高危學員準備醫生轉介信，及
作合適專科轉介 

 



提倡「健康生活模式」 

運動十分鐘 

茶餘飯後
鬆一鬆 

提供健
康選擇 

減低學員
對運動的
抗拒 

運動其實好簡
單，好好玩、唔
一定會辛苦、可
以隨時隨地做、
唔花時間、唔佔

地方 

以輕鬆活動及
「著數」吸引
學員參與，從
中推廣健康生

活 

增加學員對健
康小食的認
識，鼓勵他們
嘗試「另類」

美食 

打破食物「好
食就唔健康、
健康就一定唔
好食」的謬誤 



在生活中加入健康飲食的元素 

• 在午膳時段提供燕麥飯的選擇 

• 在小息提供燕麥糠給學員添加進飲料 



「運動十分鐘」 

計劃理念： 
1) 藉著每月舉行的學員大會以集體運動模式，

讓他們： 
 a)  在實踐中學習不同的簡易運動，如活絡伸

展操、 十巧手、甩手操、拍打操、方型踏步
操(簡易版) 
 b) 了解各種運動對身體的好處 
 c) 提升他們的興趣，培養恆常運動的習慣。 
 

2)  配合「日日運動身體好」壁報板給學員重溫 







「茶餘飯後鬆一鬆」 

計劃理念： 
1) 在學員午膳後的空檔時間進行，務求能
推動更多學員參與 

2) 以輕鬆活動推廣健康生活，內容包括有
品茗、按摩、分享時令水果及互動桌面
遊戲 

3) 提升學員的運動量，亦會配合「運動十
分鐘」在學員大會前夕教授參加者不同
的簡易運動 

4) 希望學員能藉著群體活動加深認識 
5) 配合「健康生活資訊」壁報板給學員重
溫 

地點就在
細冷氣房
對出的走
廊位置 





與學員齊品茗凍蜂蜜洛神花茶 

學員正使用
「揼揼鬆」 

教學員做手部
穴位按摩 

學員在活動後幫忙清潔 



好玩刨蘋果機 

「陽光路上」 

義工的加入 



成效 

• 開始帶來改變 
–提升學員對自身健康的關注 

–每週運動量增加 

–增加學員對健康生活、食物選擇的知識 

–引入燕麥飯為恆常提供的類別 

 

• 加深學員對職業治療的認識 

 

• 促進學員、義工間的彼此交流 

 

 



困難 

• 固有心態 

–拒絕改變 

–諱疾忌醫 

• 缺乏認同 

• 營運困難 

• 學員Negative symptoms 

• 容納名額有限 

 



下半年度的發展 

• 體能及健康促進小組 

 

• 長期病患處理小組 

– 糖尿病、高血壓 
人士的健康管理 

 

• 個人護理及儀容 
改善小組 

 

 

 

動態的生活
方式 

規律性的 
運動 

日常的活動 
工作中的 
活動 

休閒運動：
快走、爬樓
梯、踏單
車、爬山、
競技運動 

家務 
園藝 

照顧家人 

增加工作場
所的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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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標籤上的資料 
配料須按用於食物包裝時所佔的重量

或體積，由大至小依次表列。  







Lifestyle Redesign  
生活模式重整 

• Regular workout/  
sports 定期運動 
 
 
 

• Exercise in daily routine  
運動融入生活 
 

• Taking care of  
diet/ nutrition  
智慧飲食 
 
 

• Checking weight  
體重管理 
 

• Stress management/ 
Relaxation/ Mediation 
正確壓力處理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人際關係 

 
• Regular bowel  

movement 
排便習慣 

 
 
• Sleep promotion/  

sleep hygiene 
睡眠質素 



推行計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