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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快訊】調查指出：90%雲林長者身處骨折高風險 卻僅有 2%接受治療！ 臺大醫

院雲林分院主動追蹤 鼓勵百位長輩積極治療、保骨本 

   

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而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雲林縣老年人口已近 13 萬，

占縣市總人口約 19%，相當於每五人當中就有一名是超過 65 歲的長者 1！年長者罹

患慢性病的機率高，骨質疏鬆症更是國健署統計 65 歲以上國人罹患的慢性病排行第

四位 2，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骨科部主治醫師傅紹懷指出，骨質疏鬆容易提高骨折風

險，進而影響生活品質，呼籲高齡長輩積極篩檢、及時治療！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有鑑於此，從 108 年起便與臺灣楓城骨科學會、臺灣安進攜手合

作，推動雲林縣老年族群骨折風險暨骨質疏鬆篩檢計劃，深入四十間長日照機構，

篩檢千名長者，並針對骨質疏鬆患者主動追蹤治療，持續為雲林地區長者骨質健康

把關！ 

高齡骨鬆患者加上共病 骨折風險高出三倍以上！ 

一般人的身體骨骼內有造骨細胞、破骨細胞兩種，負責骨質的製造和分解，若受到

激素分泌下降影響，破骨細胞活性增強，會使得分解速度高於製造速度，造成骨質

流失，也就是所謂的骨質疏鬆症。傅紹懷醫師說明，骨質大約在 20 至 30 歲時達到

最高峰，之後會隨著年紀增長而逐漸減少，中年以後骨質每年平均減少

0.3%-0.5% 3，到了 80 歲骨質更會加速流失 4。 

如果骨質流失過多，會讓原本緻密的骨骼形成許多孔隙，呈現中空疏鬆現象，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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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變得脆弱，可能會大幅增加骨折風險 3。國外研究更指出，高齡骨鬆患者的骨折

風險是一般高齡者的三倍，若高齡者本身又罹患其他慢性疾病，發生骨折的機率更

是大幅提升 5！ 

然而，由於骨質流失並不易察覺，大部分高齡患者都是實際發生骨折之後，才發現

自己患有骨質疏鬆症，卻早已錯失治療良機。因此，傅紹懷醫師呼籲，高齡長者更

應該積極進行骨折風險評估及骨質疏鬆篩檢，若有需要，應積極配合到院檢查治療，

目前骨鬆藥物使用方式有口服及針劑型，若高齡長者擔心無法每日按時服藥，可以

跟醫師討論、選擇自己適合的藥物類型，以降低往後骨折與可能產生不良於行的風

險。 

調查指出：90%雲林長者身處骨折高風險 卻僅有 2%接受骨鬆治療 

有鑑於骨質問題對高齡者的影響，加上雲林老年人口多，因此從 108 年起，臺大醫

院雲林分院、臺灣楓城骨科學會及臺灣安進攜手合作，推動雲林縣老年族群骨折風

險暨骨質疏鬆篩檢計劃。由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骨科醫師傅紹懷帶領的醫護團隊主動

出擊，深入 40 間長照、日照機構與社區，進行大規模評估篩檢，並和長者們分享日

常保健課程，共計千名長者受益。 

傅紹懷醫師表示，透過本次篩檢調查竟發現，雲林縣長照、日照機構中，高齡族群

有九成以上身處骨折中高度風險，但卻僅有 2%長者接受骨鬆治療，仍有許多暴露於

骨折風險的長者並不自知，亟待宣導與建立正確認知。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長日照機構、臺灣安進持續打造雲林骨鬆醫療照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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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篩檢有效讓更多長者建立骨質健康的正確認知，也避免了許多可能的不幸。傅

紹懷醫師分享，在某長照中心服務時遇到了一位阿公，原先因中風而站立困難，經

篩檢後發現為骨鬆高風險族群，院方與長照中心立即安排阿公到院檢查、進行治療，

一年過後重新檢測骨質密度，已大幅提升 17%之多，而阿公站立時，也不再感覺雙

腳痠軟、站不住，這不但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品質，更讓他重拾希望，目前仍持續

積極治療骨質疏鬆症。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長日照機構與臺灣安進攜手合作，建立了雲林骨鬆醫療的照護

網，頗受當地長者們肯定，並持續鼓勵百位處於骨折高風險的長者們到院追蹤，提

供諮詢與安排適切的治療方案。下一步更希望透過遠距與數位方式，提供更多長者

骨質問題諮詢。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劉宏輝副院長表示，本計畫結合「休士頓阿波羅

計畫」主動出擊前進社區替長輩健康把關，提高醫療的可近性，如果發現需要更進

一步處理的狀況，便能直接聯絡總部—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即時諮詢並安排轉介治

療，真正落實「活潑、快樂、健康與在地老化」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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