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牙科護理政策和  

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牙科護理政策，以及院舍及日間護

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 )中期檢討的主要結

果。  

背景  

2 .  在二零一一年一月十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向委員簡介先

導計劃的推行方案 (見立法會 C B( 2) 7 29 /1 0- 11 ( 03 )號文件 )，並承諾於

先導計劃推出一年後進行中期檢討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3 .  先導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推出。我們已完成截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底的先導計劃中期檢討，現於下文第 11 至 23 段載列主要結

果。  

牙科護理政策  

4 .  政府的牙科護理政策是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對口腔 生及

健康的關注，並鼓勵市民養成良好的口腔 生習慣。政府主要把資源

用於推廣及預防工作上。過去多年， 生署轄下的口腔健康教育組就

不同年齡組別推行適切的促進口腔健康計劃，並通過不同途徑傳遞口

腔健康資訊，促進市民的口腔健康。此外，小學生亦可參加衞生署推

行的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在指定的學童牙科診所接受年度牙科檢查，

包括口腔檢查及基本 /預防性的護理。有關服務的年費為港幣 20 元。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亦致力教育小學生有關口腔 生及預防牙患的重要

性。  

5 .  現時，政府集中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 生署透過轄下 11

間政府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治療 (即俗稱的「牙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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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牙科街症的服務範疇包括處理急性牙患、處方藥物止痛、治

理口腔膿腫及脫牙。牙科醫生亦會就病人的個別需要提供專業意見。

此外， 生署在七家公立醫院設立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為獲轉介

的住院病人、有特殊口腔護理需要的患者及牙科急症的患者提供口腔

頜面外科及牙科專科診治。有關專科服務是以轉介形式提供的，有需

要的市民可由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轄下的醫院和普通科門診診所或任

何註冊牙醫、西醫轉介就診。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會根據獲轉介人

士病況的緩急處理預約，病人如有急切需要，例如有牙齒創傷，會獲

即時診症和治療。  

6 .  一般牙科護理服務（例如洗牙和補牙），主要由私營界別和非政

府機構提供。全港現時有 2  0 60 名註冊牙醫為市民提供服務，當中約

有 27 0 名任職公營機構（即 生署及醫管局）。本地每年培訓約 50

名新牙醫。   

為有需要長者提供牙科護理  

7 .  二零一一年四月，我們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出先導計劃，為居於

安老院舍或接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免費提供基礎牙科及口

腔護理外展服務 (請參閱第 1 1 至 2 3 段 )。  

8 .  與此同時，關愛基金亦預留了一億元撥款，由香港牙醫學會推行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為那些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

使用由社會福利署 (社署 )資助的兩項家居照顧服務的合資格長者，提

供免費鑲活動假牙和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而參與項目的牙醫將獲發

放定額費用。自項目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推行以來，約有 3 00  名／間私

家牙醫和非政府機構牙科診所參與項目；而 25 間參與項目的非政府

機構轄下的照顧員，已先後探訪約 3  5 00 名合資格長者，當中 57 0  名

長者亦已接受治療或預約診症。根據參與項目的非政府機構反映，項

目的參與率相對較低，是由於合資格長者不願意接受牙科診療，以及

部分長者已鑲有假牙。為了提升參與率，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

專責小組最近把已接受社署家居照顧服務的指定日期由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伸延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擴大合資格長者的

範圍，預計人數約增加 1  50 0 名。給予非政府機構就項目下提供轉介

及陪診服務的費用亦已作出修訂，以支援非政府機構轄下的前線人員

鼓勵長者接受牙科服務。在作出上述的修訂後，預計項目可在兩年間

惠及約 9  50 0  名長者。  

9 .  我們在二零零九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為 7 0 歲或以上長

者提供醫療券，資助他們使用切合其需要的私營醫療服務，包括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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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底，已有超過 36 0 名牙醫參與計劃。由二

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合資格長者獲發的醫療券金額由每年 50 0 元倍

增至 1 ,0 00 元，計劃亦將於二零一四年由試驗性質轉為經常性的長者

支援計劃。  

1 0 .  至於有經濟困難的長者方面，綜援計劃現時為 6 0 歲或以上、殘

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受助人提供牙科治療費用津貼。合資格

的受助人可往社署認可的 54  家牙科診所 (包括 2 間流動診所 )接受檢

查及就所需護理服務估價，然後選擇在社署認可的牙科診所或由非認

可診所的註冊牙醫提供 相關的牙科治療 (包括脫牙、假牙、牙冠、牙

橋、刮除牙石、鑲補及根管治療 )。牙科治療費用津貼金額會以非認

可診所的實際收費、認可診所的估價或社署所訂的最高金額計算，以

較低者為準。  

先導計劃：中期檢討  

( a )  目的及服務範圍  

1 1 .  我們在二零一一年四月推行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為居於安老院

舍或接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提供牙科護理。這些長者大部

分為體弱的長者，他們難以到牙科診所接受牙科護理服務。 13 間非

政府機構 (載列於附件 A )  共 2 4 支牙科外展服務隊已參與先導計劃，

實地提供下列免費服務︰  

( a )  為下列人士提供基礎牙科護理服務，包括牙齒檢查、洗牙，

以及其他所需的止痛和緊急牙科治療：  

( i )  居於獲社署發牌的安老院舍 (包括受資助／合約、私營

及自負盈虧的安老院舍 )的長者；   

( i i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包括獲資助及自負盈虧的中心 )的全

時間或部分時間服務使用者；  

( b )  為這些院舍及護理中心的護理員提供口腔護理訓練，加強他

們為有關長者提供日常口腔護理服務的知識和能力；以及  

( c )  為有關長者、其家人和護理員提供口腔健康教育講座，以推

廣口腔 生及口腔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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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我們已就先導計劃預留 8 ,8 00 萬元撥款。非政府機構的每支牙科

外展服務隊會獲得以下財政資助︰  

( a )  每年 90 萬元資助撥款以支付營辦開支 (以提供外展牙科服務

和舉辦研討會／講座 )；  

( b )  每年 18 萬元資助撥款以聘請一名年輕牙醫 (即獲取資格後執

業三年或以下的牙醫 )，目的是為剛畢業牙醫提供訓練及臨

床經驗；以及  

( c )  最多 15 萬元的一筆過非經常資助金，支付購買外展牙科裝

備和電腦設備的費用 (以等額配對方式發放 )。  

1 3 .  每支牙科外展服務隊通常由一名註冊牙醫及一名牙科手術助理員

組成。鑑於外展服務性質特殊，非政府機構須與每間安老院舍／日間

護理中心定出探訪的時間，並安排運送 可攜式牙椅及其他設備 (如清

潔機及牙科器材 )往有關院舍 /護理中心。如有需要，非政府機構會為

有關長者安排合適的交通及陪診服務，以便他們前往其牙科診所接受

治療。  

( b )  計劃進度  

1 4 .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底，全港約有 85 0 間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在二零一一年四月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期間， 24 支牙科外展

服務隊已接觸所有其獲編配地區內，和由所屬非政府機構管理的合資

格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詳情載於附件 B )。約 46  0 00 名居於

6 69 間安老院舍或使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曾使用先導計劃

下各項牙科護理服務。外展隊的牙醫首先會進行牙齒檢查，並因應情

況向有關長者提供切合個人需要的口腔衞生指導、個人護理建議及專

業的預防性治療。已接受先導計劃服務的長者約佔安老院舍／長者日

間護理中心總人數的 7 0 %
1。在這兩年間，外展服務隊為護理員共提

供 86 3 次實地口腔護理訓練課，以及為有關長者及其家人舉辦的口腔

健康教育講座。先導計劃的累計開支為 6 , 30 0 萬元。  

                                                 

1
 該 850 間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共提供約 81 700 個服務名額，但在這些處所

內接受服務的實際長者人數，基於不同原因 (例如長者的健康狀況及有否新入住長者 )

進出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情況而有所不同。因此，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人

數並非固定不變，估計平均約有 66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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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曾接受牙科外展服務隊服務的 4 6  000 名長者均接受過最少一次

的年度牙齒檢查。在取得他們或其家人的同意後， 11  73 1 名長者曾按

外展牙醫的建議接受牙科治療，包括洗牙、清潔假牙托和氟化物／ X

光檢查：    

所接受牙科治療的類別  長者人數 註
 

( i )  洗牙  9  33 2  

( i i )  清潔假牙托  2  06 5  

( i i i )  氟化物／ X 光檢查  1  41 0  

註：同一名長者或會接受超過一類牙科治療。  

 

外展服務隊會視乎情況，為長者檢查後即時提供上述治療，或安排再

次到訪有關安老院舍／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作出跟進。  

1 6 .  至於那些只接受基本牙齒檢查的長者當中，約 1 1 %因其健康狀況

被評估為不適宜接受建議的牙科治療 (例如正接受抗凝血劑治療、患

有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或患有帕金遜病而病情控制不佳 )。儘管

外展牙科服務隊已加以解釋和提供輔導，仍有 3 1 %的長者在接受牙齒

檢查後拒絕接受牙科治療。約 3 0 %的長者則被評估為無需接受進一步

治療，例如已失去全部牙齒 (無齒 )的長者，因為體弱的長者在適應新

假牙時可能遇上不少困擾，以致新假牙帶來的痛楚和不適或會較功能

上的改善為多。另有一些長者已鑲有假牙代替失去的牙齒，例如活動

假牙或固定假牙 (如牙冠和牙橋 )。至於有吞嚥困難的長者，牙科治療

所 使 用的 噴水 器可 能 會引 致窒 息或 因 把水 吸入 肺部 而 導致 吸入 性肺

炎。餘下 2 8 %的長者主要因為未能獲取其家人的同意，以致無法接受

建議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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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接受基本牙齒檢查的長者

 

1 7 .  對於個別長者被評估為有需要接受先導計劃服務範圍以外的牙科

診治 (例如補牙及脫牙 )，牙科外展服務隊亦已根據先導計劃的要求，

為 1  8 43 名長者安排所需治療，並以綜援計劃下的牙科治療費用津貼

或各類慈善基金的經濟資助 (例如相關非政府機構的現有基金 )支付有

關費用。  

( c )  意見及觀察  

1 8 .  外展牙科服務在香港是一項較新的服務模式。可能由於顧慮到院

舍 /護理中心的空間不足及其他運作上的限制，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對牙科外展服務隊的邀請反應最初較慢。在二零一一年四月

至十月期間，外展服務隊只能取得 16 8 間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 ( 20 % )同意參與先導計劃。經社署協助及非政府機構不斷努力，至

二零一二年三月，牙科外展服務隊的服務已涵蓋 46 0 間院舍及日間護

理中心 ( 54 % )。先導計劃的參與率亦逐步提升，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底， 66 9 間院舍／日間護理中心 (79 % )已參與計劃。預計外展服務隊

會在未來 12 個月內再次探訪有關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跟進曾接

受牙齒檢查／牙科治療的長者的情況，並接觸尚未參加先導計劃的院

舍／中心。儘管各方已盡力推廣，例如派發宣傳單張及海報、由食物

以及由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作出呼籲，現

時仍有約 18 0 間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不願意 接受外展服務隊提供服

務。我們會繼續努力鼓勵餘下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參與先導計劃。  

1 9 .  參與先導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對計劃的反應是正面的。縱使先導計

劃的服務範圍有所限制，但為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提供每

年的基本牙齒檢查，和盡早處理有關長者的口腔／牙科疾病（不論是

其 他  

2 8 %  

健 康狀 況不 適宜接 受治 療  

1 1 %  

 

1 1 %  

1 1 %  

拒 絕接 受牙 科治療 ／

不 合作  

3 1 %  

無 需接 受治 療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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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涵蓋於先導計劃的服務範圍），外展服務隊認為仍是可取的。這些

服務不僅有助減輕長者的痛楚及不適，亦有助他們避免日後因整體健

康受影響而須接受費用高昂及複雜的牙科／醫療療程。  

2 0 .  推行先導計劃至今所得的經驗顯示長者是否願意接受牙科護理服

務是關鍵的因素。體弱的長者可能憂慮自身的健康狀況，一般不願意

接受脫牙和鑲假牙。另一方面，由於長者的健康狀況複雜和認知能力

欠佳，牙科外展服務隊非常關注有關治療對長者健康的潛在風險。在

徵求家人同意讓體弱的長者接受牙科治療時，牙科外展服務隊亦遇到

困難。  

2 1 .  考慮延續及擴展先導計劃的另一個難題是人手短缺。在組織外展

服務隊時，不少非政府機構在招聘牙醫方面曾遇到困難，這也是先導

計劃初期進展較慢的部分原因。有些非政府機構在成功招聘牙醫前，

需調配其轄下診所的牙醫到外展服務隊提供服務。  

2 2 .  整體而言，先導計劃已達到照顧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的

牙科護理需要的目的。如果沒有這項計劃，有關長者可能無法接受牙

科護理和治療。透過牙科外展服務隊，先導計劃已成功把牙科服務帶

進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計劃所累積的經驗有助制定基本服

務架構，為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提供定期牙齒檢查，並盡早處

理有關長者的口腔健康問題。計劃亦讓我們更清楚了解這些長者的口

腔及健康狀況，以及他們最需要的牙科服務。相關的訓練和研討會則

有助增進護理員和長者家人的知識。我們會要求牙科外展服務隊在先

導計劃的餘下時間，加強有關的教育和推廣活動。  

2 3 .  我們會在二零一四年年中就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進行全面評估，

並充分考慮外展服務隊的意見，研究是否有需要修訂服務範圍、受惠

對象，為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支援，以及長遠的推行安排。  

徵詢意見  

2 4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二零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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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參參與與先先導導計計劃劃的的非非政政府府機機構構名名單單     

 

1.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2.  仁濟醫院  

3.  九龍樂善堂  

4.  仁愛堂  

5.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6.  博愛醫院  

7.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8.  明愛牙科診所  

9.  基督教靈實協會  

10.  東華三院  

11.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12.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13.  志蓮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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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牙牙科科外外展展服服務務隊隊按按社社會會福福利利署署行行政政分分區區劃劃分分的的分分布布情情況況     

服服務務地地區區   非非政政府府機機構構名名稱稱   

牙牙科科外外展展服服務務隊隊   

數數目目   

中西南及離島區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1 

東華三院  2 

東區及灣仔區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1 

觀塘區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1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1 

黃大仙及西貢區  

志蓮淨苑  1 

基督教靈實協會  1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志蓮淨苑  1 

九龍樂善堂  1 

東華三院  1 

深水埗區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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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務務地地區區   非非政政府府機機構構名名稱稱   

牙牙科科外外展展服服務務隊隊   

數數目目   

荃灣及葵青區   

明愛牙科診所  1 

博愛醫院  1 

仁濟醫院  1 

仁愛堂  1 

屯門區  仁愛堂  2 

元朗區  博愛醫院  2 

沙田區  

明愛牙科診所  1 

仁愛堂  1 

大埔及北區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1 

仁愛堂  1 

總計︰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