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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全程執行期限：自民國 112年 01月 0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 

填報日期：民國 112年 12月 01日 



112年度期末報告專家意見及回復： 

期末專家意見 回復 

1.第 18 頁提及本年(112 年)預期目標為新

通報人數 30人、個管人數 50人、訓練人

數 25人，期末報告之通報人數及個管人

數均有達標，但訓練人數只有 13 人

(52%)；惟 113年的計畫，卻仍列訓練人

數為 25人，建議應依歷年實際訓練人數

調整預期目標。 

依歷年來至中心參與訓練之職災個

案確實人數皆未達目標 25人，故

往後申請計畫時會做調整，符合計

畫預期目標。 

2.第 19 頁與第 39 頁，提及「職災通報量

40 人，占比通報至系統人數 337 人為

8.4%」，數據有誤應予修正。 

更正職災通報量為 44人，正確數

據為 13%，如修正後期末報告第 1

頁、13、15、16頁及第 39頁。 

3.第 7 頁，專任個管員和專任訓練員的流

動性太高，請思考留人及獎勵制度，留得

住人，才能精進專業。 

因應長照及社會福利需求增加，

導致社工人力不足，未來將提供

符合個管及訓練員薪資福利待

遇，讓人員可穩定留任。 

4.第 36頁，「期中報告專家意見回復」第 2

點提及將會於期末報告詳列個管服務細

項，惟期末報告未見詳列每位個案之個

管服務。 

已補充未參訓個案之個管服務，如

修正後期末報告第 57~59頁。 

5.個案的編號，建議能一致(第 43 頁和其

他文件的個案編號均不一致)。 

個案編號已修改為案號，如修正後

期末報告第 43頁起及其它文件。 

6.個案基本資料於一開始就寫結案日期

(如:79 頁/20230922)，顯不合邏輯，請

說明或修正。 

這個表單設計主要目的是可以清楚

看到這位個案已接受生活重建訓練

並且已經結訓，此表單不合邏輯，

已修正。(如修正後報告第 79頁

起) 

7.頁碼編輯不清楚，許多頁面均無頁碼。 已將頁碼編輯齊全。 

8.依第 7 頁所載，楊月美任職是 2 月至 7

月，黃仁祥是 8月至 12月，有關「脊髄

損傷患者個案會談暨輔導工作紀錄」，個

案林○翰會談日期 2023/7/6、個案許○

惠會談日期 2023/7/7 及 2023/7/12、個

案 石 ○ 坤 會 談 日 期 2023/7/19 及

2023/7/27，填表人均是黃仁祥；另林○

7月份填表人，已將誤載部份修

正。（如修正後報告 242頁、275

頁、276頁、338頁及 339頁） 

8月份後楊月美不是個管員，是主

管職，故由其蓋主管章。 



期末專家意見 回復 

翰 2023/8/16工作紀錄，主管是楊月美，

以上是否誤載，請修正或說明。 

9.與個案林○翰在 2023/8/16 的會談主題

是就業問題，個案在職災前就有高薪的

工作，在第 1次 2023/7/6會談時，即應

談及就業問題，盡可能蒐集到最多元的

資料，如考駕照或有需連結就業相關資

源，並在 ISP中一併完整考量並規劃。 

個案已在訓練初期就考取汽車駕

照，另特製機車因酒駕吊扣駕照短

時間無法考照。 

未來有就業需求之個案會在 isp會

議中列入討論及規劃。 

10.對於表達有就業意願需求的個案，除提

供中心現有職缺外，建議考量或結合其

他多元的資源，如職業重建中心的職業

訓練、支持性就業服務及職務再設計等。 

未來會針對有就業需求之個案提供

職業重建中心服務平台，增加廣度

多元資源，以利儘早回歸職場。 

11.本報告對於生活重建、心理輔導、社會

適應等定義不清楚，建議嗣後年度應修

正第 12頁的生活重建服務流程圖及相關

服務內容。若三者很難分開執行，應清楚

說明其間關係，使補助的範圍亦能包括

生活重建，以避免計畫名稱是「心理輔導

及社會適應」，而實際執行多為生活重建

服務。 

一、有關本計畫涉及之生活重建、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說明三

者關係如下：（如修正後期末

報告第 5頁） 

1.中心是以生活重建服務方式進行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計畫。 

2.心理輔導部分，會因個案意願，

銜接介入心理諮商服務，若沒有

意願，則在開案後接受團體諮商

輔導或生活重建服務，並在歷程

中鼓勵個案接受個別諮商輔導，

故有需求但沒有意願接受心理諮

商服務的個案，在服務歷程中除

個管員的支持與輔導及課程方式

進行外，也會運用課程中的同儕

經驗分享方式給予支持。 

3.社會適應部分，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進行，初期透過團體方式進

行，待學員已逐漸有外出能力及

心態後，以個人方式安排進行社

會適應。 

4.生活重建包括生活自理、學習照

顧自己的技巧及心理輔導內容，



期末專家意見 回復 

規劃社會參與面對人群及適應外

在各種環境，為回歸職場或社區

做準備。 

二、有關生活重建服務流程圖，已

修正生活重建含心理輔導及社

會適應。（如修正後期末報告

第 9頁）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112年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

助案期末報告專家複審意見回復： 

專家複審意見 回復 

1.原審查第 4 項的建議是針對「個管個

案」，而非僅指「非參訓個案」；服務細

項應更具體，請補充。 

個案服務名冊已修改增加服務細項

內容及追踪情形，如修正後期末報

告第 60頁起至 65頁。 

2.對「審查第 11項建議」的回復，若生活

重建涵蓋心理重建及社會重建，應詳列

生活重建的具體項目，以生活重建為主

軸，形成一個完整的 ISP。另 ISP 前應

詳細進行各種評估，包括：心理評估量

表(一)、(二)、社會適應評估量表等，

綜合所有蒐集到的資料後形成初步的

ISP 後，召開 ISP 會議並做必要的修正

後，執行計畫。應只有一個，ISP 執行

情形應完全對應到 ISP的目標及實施策

略，113年 ISP請落實執行。 

期末報告內有檢附個案心理評估量

表(一)、(二)及社會適應評估量表、

日常生活能力評估量表，每一位個案

都經中心專業團隊進行討論並和每

一位個案個別召開 isp會議，瞭解個

案的需求並有完整會議紀錄，再擬定

個別化服務計畫，依計畫實施訓練項

目及策略執行，以達成計畫目標，若

在訓練當中也會和團隊討論個案訓

練狀況，有必要時會修正 ISP計畫，

113年度仍會落實執行。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112年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

助案期末報告專家複審意見回復： 

專家複審意見 回復 對回復後的意見與提醒 

1.原審查第 4 項的建議

是針對「個管個案」，

而非僅指「非參訓個

案」；服務細項應更具

體，請補充。 

個案服務名冊已修改

增加服務細項內容及

追踪情形，如修正後

期末報告第 60頁起至

65頁。 

1、建議「個管服務名冊」，

能加一欄「是否參訓」，

當更清楚。 

2.對「審查第 11項建議」

的回復，若生活重建涵

蓋心理重建及社會重

建，應詳列生活重建的

具體項目，以生活重建

為主軸，形成一個完整

的 ISP。另 ISP 前應詳

細進行各種評估，包

括 ： 心 理 評 估 量 表

(一)、(二)、社會適應

評估量表等，綜合所有

蒐集到的資料後形成

初步的ISP後，召開ISP

會議並做必要的修正

後，執行計畫。ISP 應

只有一個，ISP 執行情

形應完全對應到 ISP的

目標及實施策略，113

年 ISP請落實執行。 

期末報告內有檢附個

案心理評估量表

(一)、(二)及社會適應

評估量表、日常生活能

力評估量表，每一位個

案都經中心專業團隊

進行討論並和每一位

個案個別召開 isp會

議，瞭解個案的需求並

有完整會議紀錄，再擬

定個別化服務計畫，依

計畫實施訓練項目及

策略執行，以達成計畫

目標，若在訓練當中也

會和團隊討論個案訓

練狀況，有必要時會修

正 ISP計畫，皆會落實

執行，113年 ISP亦會

落實執行。 

1、評量、晤談、觀察、蒐

集個案以前資料等，均

是為了瞭解個案的需求

而執行。能確實瞭解個

案需求，才能做可行的

ISP(初稿)。 

2、ISP(初稿)應由個管員

統整、初撰，之後才開

ISP會議，會議重點是由

ISP團隊檢視需修正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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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損傷職業災害者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訓練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 

壹、 報告摘要 

服務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成果 

建立通報網絡 

1. 職災脊髓者經由通報系統網路，

獲得相關的資訊與服務。 

2. 通報完成後，中心進行定期追蹤

輔導，並建立個案管理服務，提

供資源、資訊、轉介等服務。 

通報人數：44人 

 

 

建立個案管理  

機制 

1. 個案管理機制，提供專業團隊的

服務(生理、心理、生活、社會、

家庭等重建訓練)。 

2. 提供相關資源：就醫、就養、就

業、訓練等資源。 

3. 將所有個案的服務過程以個案管

理方式記錄。 

個案管理人數：57人 

辦理心理輔導 

、生活重建 

訓練課程 

訓練課程包括： 

1. 生理功能復健訓練 

2. 心理諮商輔導(中途致殘) 

3. 生活功能重建訓練 

4. 社會適應訓練 

5. 基礎電腦作業訓練 

訓練人數：13人 

112年 1月-112年 12月 

訓練總時數達 5,225小時 

資源連結 

1. 提供社會資源-經濟、社政、社會 

2. 提供醫療資源-醫院、醫療 

3. 提供就業資源-就服、職訓 

共 8單位 

活動參與 
患友聯誼活動：醫院病房關懷探訪、

休閒活動、服務推廣、經驗分享。 

聯誼活動數：6場 

活動日期：03/11、03/20、

05/23、06/17、8/1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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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之緣由與目的 

本中心成立之宗旨是為協助脊髓損傷者能夠自立生活、自我重建以及

縮短傷友傷後調適期，並能早日回歸家庭與社會，減少社會、家庭的負擔

與損失。並適時提供醫療資源、復健訓練以及自我照顧、心理重建、職能

評估、社會適應、職前訓練等訓練。期望能夠維護傷友的生活尊嚴與提升

生活品質。 

因此，本中心將扮演醫院、家庭與社會之間的橋樑，藉由專業課程訓

練以及運用脊損傷友同儕經驗傳承，將原本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適應

期，縮短為幾個月的時間，讓傷友儘快能回歸家庭、社會並重返職場。 

民國 84 年本中心之「生活重建」(生活重建、社會適應、心理重建、

社區居住的訓練部門)成立迄今，約訓練 1,531 名傷友，其中約 80%達到重

建目標並能繼續銜接至職業重建訓練。故「生活重建」在脊髓損傷重建的

過程中，將是為一項不可缺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重建的基礎訓練。本中

心在訓練傷友的過程中，發現以下的問題與需求： 

(一)問題面： 

1. 職災脊髓損傷者通報系統未臻完善，發現個案及通報是在中心服務的

最前端，以比例而言，職災的學員人數約佔 30%，因此整體的招生

人數也會影響到職災人數的比例；而在通報系統中職災的脊髓傷者通

報人數有限，且各職災主動服務單位不一定會主動通報傷友，另因個

人資料保護法的推動緣故，因此通報單位或訪視人員經接觸個案後，

需得到傷友及其家人同意後才能予以通報或轉介給本中心的訪視

員，再進入中心的通報系統中。而多數職災傷友經過急性治療和慢性

復健之後，因無法持續住院復健或資訊不充足的情況下，有人便直接

返回家中受家人照顧，也有人在復健期結束後便躲回家庭的陰暗角落

或持續醫院門診復健，逐漸與社會脫節失去重回社會及工作職場的機

會。 

2. 職災脊髓損傷者有多元的專業服務：在醫院復健的過程是每位傷友必

經的過程，但在醫院復健的層面及時間皆有限，傷友重返社會需要

解決的是自我照顧及外出的能力等，因著不同的生理功能及個別需

求狀況，提供不同的訓練方式，讓整個服務的機制中獲得更多不同

面的專業服務，以滿足個案多元化的個別化需求。 

3. 職災脊髓損傷者對福利服務面的認知不足：脊髓損傷的個案在剛受傷

期間大多數先處理的是醫療的層面，若在受傷初期傷友不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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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職災身份，也無人告知訊息，待過醫療及復健治療期後，至中

心參加訓練才發掘知自己有符合資格時，可申請福利服務已過申請

期限，導致個案在職災福利權益喪失的狀況。 

4. 職災脊髓損傷者在補助申請及生涯發展上的衝突：近年來也發現職災

的個案接受服務時因已申請的補助如：看護補助、失能生活津貼、

傷病給付、失能給付等，影響其對未來參加職訓及工作意願及想法。 

 

(二)需求面： 

1. 心理諮商輔導的需求：脊髓損傷患者是屬於中途致殘，心理重建問題

如：心理創傷、心理調適、家庭關係、情緒處理問題與面對等，故

需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 

2. 生活重建訓練的需求：脊髓損傷者因中樞神經的受損而導致四肢或下

肢癱瘓、大小便功能失能、自主神經功能等等的生理功能喪失，故

需提供生活重建訓練。 

3. 社會適應訓練：脊髓損傷者在受傷後因身體意象及功能的改變會面臨

社會適應、新的就業技能、就業環境等問題，這些都必須重新開始

學習與適應。 

4. 生活重建訓練的推廣：對於新受傷傷友和家屬的關懷與支持，提供正

確的復健治療知識，並透過同儕經驗分享及中心服務的宗旨傳遞，

讓其能夠加強生活自理能力或行動能力。 

5. 社會福利資訊的提供：傷友對於自身可以申請的福利服務皆由他人協

助，傷友並不瞭解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申請項目，皆需要給予諮

詢及加強傷友的權益保護。 

6. 社區融合訓練：在社區的居住環境會影響到脊髓損傷者的活動能力及

情形，在訓練期間以強化交通能力、社區生活能力、居家生活能力、

健康與安全活動、活動參與、人際等能力，以協助脊髓損傷者在返

家後更容易與社區融合。 

7. 重建職場前準備：在過往服務的經驗中發現，脊髓損傷的傷友在傷後

多數無法返回原職場。因此在生活能夠自我照顧及心理重建完成

後，如何能重新培養新的就業技能及尋找到新的工作機會，由依賴

人口轉為具有生產力的人口，傷友可參與中心所提供之人才培育班

及開發就業機會之另一階段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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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標及人力需求： 

(1).計畫目標：藉由「生活重建」訓練課程和專業服務協助職業災害之脊髓

損傷者，能夠接受短期的生活重健、心理諮商輔導和社會適應等訓練，

協助受傷的朋友能夠於最適切的時機重回家庭、社區與職場；本計劃預

計達成之目標：新通報人數 30 人、個管人數 50 人、訓練人數 25 人。 

(2).團隊人力狀況： 

職務 姓名 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計畫主持人 麥麗蓉 

總規劃協調 

進度管控 

建立資源網 

專案督導 林洋彬 

專案督導 

心理諮商輔導個案、團體 

生活諮商輔導 

共同擬定個別化服務計畫與訓練計畫 

相關課程的協助與參與 

專任 

個案管理員 

蘇詠昌 

(1 月) 

楊月美 

(2 月-7 月) 

黃仁祥 

(8 月-12 月) 

建立通報系統：建檔、維護系統、開拓通報單

位、連結通報網絡。 

建立個案管理系統：建檔維護系統、資源連

結、參與擬定個別化服務訓練計畫。 

個案管理員：彙整個案紀錄、整合資源、處遇

安置、追蹤輔導 

專任訓練員 

趙健文 

(1 月-9 月) 

胡言旗 

(10 月-12 月) 

生理課程教導及訓練 

生活重建課程訓練 

社會適應課程訓練 

相關課程的協助與參與 

專任訓練員 范弘逸 

生理課程教導及訓練 

生活重建課程訓練 

社會適應課程訓練 

相關課程的協助與參與 

專任護理師 劉惠綺 

個案健康檢查分析 

護理問題諮詢及護理記載 

受傷人員及緊急醫療護理 

護理課程（居家護理、後遺症、藥物指導營養） 

護理站醫療器材管理 

意外傷害或緊急事件處理記錄 

協助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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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辦理之方法 

1.中心是以生活重建服務方式進行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計畫。 

2.在心理輔導會因應傷友意願銜接介入心理諮商服務，若沒有意願則在開案後

接受團體諮商輔導歷程或在生活重建服務歷程中鼓勵學員接受個別諮商輔

導，故有需求但沒有意願的學員在服務歷程中除個管員支持與輔導及課程方

式進行外，也會運用課程中的同儕經驗分享方式給予支持。 

3.社會適應部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初期透過團體方式進行，待學員已逐

漸有外出能力及心態後，以個人方式安排進行社會適應。 

4.生活重建包括生活自理、學習照顧自己的技巧及心理輔導內容，規劃社會參

與面對人群及適應外在各種環境，為回歸職場或社區做準備。 

 

一、 生活重建服務標準化作業流程 

類
別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應用表格 完成時間 承辦人 備註 

 

個
案
入
訓(

收
案) 

個案報名 

通報系統─登錄 基本資料表 隨時 訪視員  

自行報名─登錄 基本資料表 隨時 訪視員  

協會轉介─登錄 基本資料表 隨時 訪視員  

寄發報名表、 

體檢表 
報名表、體檢表 隨時 訪視員  

安排體檢時程 體檢表 隨時 護理師 

衛福部 

桃園醫院 

各大醫院 

進駐中心 

辦理報到手續 

報到程序表 

生活重建報名表 

個案訓練服務契約 

當日完

成 
個管員 

繳交相關

證件(身分

證、身障

手冊、看

護證件) 

安排宿舍 
住宿切結書 

宿舍管理辦法 

當日完

成 

生活 

服務員 

識別證 

說明住宿

相關規定 

介紹中心環境  
當日完

成 
個管員 中心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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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應用表格 完成時間 承辦人 備註 

個
案
評
估(

需
求
評
估) 

家庭訪視 

至案家或個案

未來居住地訪

視 

家訪表 
受訓前 

完成 

訪視員 

個管員 

受訓前 

住院者則

結訓後 

執行 

身心狀況

評估 

個案評估報告 

(訓練員) 

主要感覺點檢測表(一) 

主要肌肉檢測表(二) 

個案生理耐受度及手功

能 
進駐 2 週

內 

訓練員 

ADL 及 

健康檢查

紀錄表 

由訓練員

與護理師

共同評估 

生活功能評估量表 

(初評) 

健康檢查紀錄表 

訓練師 

護理師 

個案評估報告 

(個管員) 

家庭生態支持評估表 

社會適應力評估量表 

(初評) 

心理評估量表(一) 

心理評估量表(二) 

進駐 2 週

內 
個管員  

需求評估 

1.個案需求評估 心理適應狀態表 
進駐 

2 週內 

訓練員 

個管員 
 

2.個案設定目標 個案資料 
進駐 

2 週內 

訓練員 

個管員 
 

輔具評估 輔具需求評估 輔具需求評估單 
進駐 

2 週內 
訓練員  

資料建檔 
開案及資料建

檔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社會經歷 

進駐 

1 週內 
個管員  

個
別
化
訓
練
計
畫 

ISP 計畫 

召開個別化服

務會議 

ISP 評估報告 

ISP 會議記錄 

進駐 

2 週內 

訓練員

個管員 
 

擬定個別化服

務計畫 
ISP 計劃 

進駐 

2 週內 

訓練員

個管員 
 

擬定個案教學

方案 
教學方案、課程表 

進駐 

2 週內 

訓練員

個管員 

作業訓練

時間依實

際情形擬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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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應用表格 完成時間 承辦人 備註 

開
訓(

開
案) 

開訓典禮 開訓典禮 

開案標準： 

(1)職災身份且是脊髓

損傷之傷友 

(2)具有生活重建服務

之需求 

進駐 

2 週後 
生重課  

訓
練
課
程 

胸腰髓班 

訓練 11 週 

安排班級、訓練

課程 

課程表(生活、作業) 
11 週訓

練 

訓練員

個管員 

護理師負

責相關課

程授課及

學員身體

健康基本

照護(陪同

就醫) 

訓練員 

個管員 

頸髓班 

訓練 15 週 

排定班級、訓練

課程 

課程表(生活、作業) 
15 週訓

練 

訓練員 

個管員 

訓練員 

個管員 

個案需求 

視個案需求擬

定訓練計劃 
依 ISP 決議擬定課程表 

依個案

需求 

訓練員

個管員 

延續訓練、縮短

訓練 
依 ISP 決議擬定課程表 

依個案

需求 

訓練員

個管員 

訓
練
記
錄
與
成
效
評
估 

訓練記錄

與期中期

末成效評

估 

填寫訓練記錄 

評估訓練成效 

個別化訓練記錄表 

(生活、作業) 

每週一

次 

訓練員

個管員 
主管督導 

個案學習情形紀錄 

(生活、作業) 

每週一

次 

訓練員

個管員 
主管督導 

生理耐受度、手功能評

估(中評/後評) 
訓練期末 訓練員 主管督導 

生活功能評估量表 

 (中評/後評) 
訓練期末 訓練員 主管督導 

社會適應評估量表 

(後評) 

訓練期

末 
個管員 主管督導 

輔
導
記
錄 

輔導、會

談、訪視 
填寫輔導記錄 

個案輔導紀錄表 
每週一

次 

個管員 

主管督導 

個案會談暨輔導工作紀

錄表 

每月一

次及按

需要進

行 

主管 

期中家庭電訪/訪視紀錄 
訓練期

間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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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應用表格 完成時間 承辦人 備註 

修
正
服
務
計
畫 

期中修正

服務計劃 

期中成效評估/

檢討 
各項成效評估表 

訓練期

中 

視個案

狀況決

定是否

需要修

正訓練

方向或

維持原

訂目標 

訓練員

個管員 
 

個別化服務計

畫檢討會議(生

活、輔導、作業) 

訓練、輔導、成效 

記錄表 

訓練員

個管員 
 

個別化修正服

務計畫 
ISP 及修正 ISP 

訓練員

個管員 
 

修正個案教學

方案(生活、輔

導) 

修正教學方案、 

課程表 

訓練員

個管員 
個別加強 

職
業
性
向
評
量 

初步 

職業評估 

我喜歡做的事

情 
勞委會職訓局 

結訓前 2

週 

個管員 

線上測驗 

工作氣質量表 勞委會職訓局 
結訓前 2

週 
線上測驗 

職業性向報告 職業性向分析報告 
結訓前 2

週 
主管 

轉
銜
服
務 

轉銜計畫 

轉銜會議（就

醫、就學、就

養、就業） 

訓練成效期末評估表 

轉銜計畫表 

結訓前 1

週 

訓練員

個管員 
主管 

資
料
審
核 

主管審核 

訓練資料 

列印、檢送個案

資料 

個案資料夾 

學員結(退)訓簽核表 

滿意度度查表 

其它資料 

(駕照、獎懲等) 

結訓後 2

週 
各主管  

結
訓 

典
禮 

結訓典禮 結訓典禮 
訓練成果光碟 

結訓證書 

結訓當

日 
生重課 相關主管 

轉
介 

轉介服務 
協會、醫院、其它

機構、原轉介單位 
個案轉介表 

結訓前 1

週 
個管員 電話確認 

定
期 

追
蹤 

追蹤輔導 個案追蹤 填寫追蹤紀錄 
定期追

蹤 
個管員 電話訪談 

結
案 

訓練資料 辦理結訓手續 結訓學員紀錄表 
結訓當

日 

個管員 

生活員 
 

訓練資料 個案資料彙整 個案資料夾 
結訓後 1

週 

訓練員 

個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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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評估 

開案 

成效評估/紀錄 

追蹤輔導 

其他單位 各區通報 自行通報 協會通報 

家庭訪視/電訪 

生活重建 

(含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人才培育班 資源連結 就業服務 轉銜 

收案/職災個案 

召開個化服務計畫會議 

擬訂個化服務計畫 

轉銜/轉介 

二、 生活重建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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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項目 

類別 工作項目 工作方法 

通 

報 

網 

路 

1.通報系統 
由病房訪視員或相關單位填寫網路通報、紙本、通訊或親

自等報名。 

2.通報聯繫 通報接案後→個管員負責聯繫→資料搜集 

3.資料建檔 資料建檔→需求評估→初擬服務方向(心理、社會、生理) 

4.追蹤輔導 通報個案追蹤包括個案追蹤、訓練前追蹤、結訓後追蹤 

5.通報窗口 建立通報窗口和溝通平台，定期通報、資料匯整統計 

個 

案 

管 

理 

1.檔案建立 收集基本資料、職災資料、個案需求評估 

2.提供服務 評估服務、資訊諮詢、諮商輔導、生活重建訓練 

3.個案紀錄 
撰寫個案紀錄：基本資料、訓練計畫和紀錄、輔導紀錄、

轉介、結案紀錄等 

4.輔導安置 轉介、轉銜、就醫、就學、職訓、就業、創業等安置 

5.結案 追蹤輔導 

訓 

練 

課 

程 

1 健康管理：瞭解

並面對自己的身

體狀態及自我照

顧 

1 認識脊髓損傷及脊髓損傷醫療新知及問答 

2.後遺症預防 

3.居家護理 

4.健康管理 

2.體能訓練：增強

體能以因應外出

及生活之所需 

1.重力訓練課程(手部、胸部、腹部、腿部等股力訓練) 

2.耐力訓練課程(心肺、鬆弛、張力) 

3.心肺訓練課程(發聲、呼吸、有氧體操) 

4.身體平衡訓練(坐姿、站姿、行走) 

5.體適能訓練(體操、球類運動、輪椅競速、手搖車)：部份

課程需外出，同時配合社會適應訓練 

3.生活訓練：學習

自我照顧，加強

自我認同感 

1.移位技巧訓練 

2.生活自理訓練 

3.推輪椅技巧 

4.輔具的應用 

5.指導協助者的訓練 

6.機車或電動輪椅駕駛訓練：培養外出行動能力 

7.汽車駕駛訓練：自行駕駛機車至駕訓班，加強社會適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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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8.休閒運動（休閒運介紹、桌球、輪椅舞、唱歌、游泳）：

培養個人的興趣及性情的陶治 

9.外宿旅遊規劃：學習外宿旅遊的事前準備、應注意事項及

克服障礙環境 

4.社會適應 

1.戶外教學訓練課程：購物之旅、淡水之旅、最佳業務員、

中壢都市叢林探險、希之旅 

2.交通工具實際運用，如機車、大眾交通工具 

3.面對他人異樣眼光訓練 

4.人際關係的改善訓練課程 

4.無障礙環境規劃：無障礙環境的基本概念課程 

5.回歸社區生活與活動：社區適應體驗及自立生活認識 

6.職前作業訓練：發掘職業興趣，選擇就業方向，培養就業

能力，增進就業的企圖心，為就業做準備 

5.諮商輔導 

1.障礙接納課程：從新認識障礙狀況，尋找與障礙共存的

因應方式，也嘗試調整障礙的心態。 

2.兩性關係：藉由性重建的五堂課，讓傷友重新面對自我

身體現況、對親密關係上心態的調整、了解如何運用性

輔具，建立起與家人談性的溝通管道。性重建五堂課包

括：知識、自尊、體驗、學習及溝通等練習。 

3.生涯規劃：藉由生涯排列與整理、障礙後的生涯安排、生涯

價值觀、生涯抉擇能力、生涯規劃或就業方向設定、提供系統

與資源給予運用，幫助傷友了解傷後自己未來的方向。 

4.經營人生重建的喜悅：藉由成功傷友生命故事分享燃起

對傷後重建的希望。 

5.身心障礙者福利權益的介紹：認識自身的福利權益及面

對評估新制時應注事項。 

6.保險理賠：職災保險及生活保險的認識及諮詢。 

7.個別職涯探索安排專業老師會談。 

8.個別化心理輔導與重建。 

資 

源 

連 

結 

1.社會資源 
法律、媒體、社會福利團體、公益團體、社區資源、宗教

團體、縣市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相關法規、福利機構 

2.勞政資源 
提供勞工福利政策、勞工權益、職災補助、相關法規、就

業服務、職業訓練 

3.醫療資源 
醫療補助、輔具資源、醫療諮詢、醫療講座、義診、護理

照顧 

4.就業資源 就業相關法規、就業服務、就業資訊、就業媒合、就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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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職業訓練 

5.教育資源 特殊教育、訓練師資 

6.社區資源 社區活動、社區學校、醫院、社區團體 

7.家庭資源 分擔照顧之責任、學習輔助技巧、參與生涯規劃 

招 

生 

活 

動 

及 

訪 

視 

患友聯誼 
患友聯誼活動、主動出擊關懷、經驗分享、積極樂觀態度、

活出生命力 

至案家、病房 

訪視 
主動到病房關懷、經驗分享、資訊提供、情緒支持 

肆、 辦理結果及績效分析 

一、 計畫執行進度 

工作項目 

112 

/ 

01 

112 

/ 

02 

112 

/ 

03 

112 

/ 

04 

112 

/ 

05 

112 

/ 

06 

112 

/ 

07 

112 

/ 

08 

112 

/ 

09 

112 

/ 

10 

112 

/ 

11 

112 

/ 

12 

建立通報系統 ● ● ● ● ● ● ● ● ● ● ● ● 

個案管理服務 ● ● ● ● ● ● ● ● ● ● ● ● 

訓練課程 ● ● ● ● ● ● ● ● ● ● ● ● 

社適應體驗 ● ● ● ● ● ● ● ● ● ● ● ● 

患友聯誼活動   ● ●  ●  ●     

資源連結 ● ● ● ● ● ● ● ● ● ● ● ● 

1. 112.01.01.~112.12.31以依進度執行。 

2. 全年度預計辦理 4場患友聯誼，目前已辦 6場，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已漸趨緩，

有些醫院已開放進入病房及復健室做探訪，只有少部份醫院還仍有管制的地

方，如病房等，故會至復健室及家訪做關懷，也會透過資訊軟體與傷友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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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結果與目標達成度分析 

服務項目 

預期

目標 

實際

服務 

目標

達成

率 

項目分析 

通報管理服務 

(附件一) 
30人 44人 147% 

男：40人    女：4人 

投入人員：同儕支持員 1名、訪視員 5名 

個案管理服務 

(附件二) 
50人 57人 114% 男：50人  女：7人 

生活重建訓練 25人 13人 52% 

男：11人   女：2人 

社會適應訓練：13人 

投入人力：訓練員 2人、個管員 1人 

生活重建訓練訓練數：13人 

心理輔導及團體諮商課程投入人員： 

外聘講師約 3人；個管員：2人 

生活重建訓練投入人員：訓練員 2人 

患友聯誼活動 4場 6場 150% 

(1)3月 11日桃園長庚醫院 

(2)3月 20日台北榮民總醫院 

(3)5月 23日宜蘭脊損協會 

(4)6月 17日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5) 8月 12日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修復中心 

(6)10月 29日高雄靜思堂 

通報單位窗口 

(附件四) 

20 

單位 

86 

單位 
232% 

1. 地區訪視員：5人 

2. 各地區脊髓損傷協會及民間單位：23間 

3. 醫院（含訪視醫院）：63間 

資源連結 
20 

單位 

15 

單位 
75% 

1. 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1 

2. 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1 

3. 台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1 

4. 新竹市脊髓損傷者協會×1 

5. 桃園市脊髓損傷者協會×1 

6. 台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1 

7. 台中市山海屯脊髓損傷協會×1 

8. 台南市勞工局(職災個管員) ×1 

9. 台中市勞工局(職災個管員) ×1 

10. 台中中山醫院傷口造口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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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中中山醫學大學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個管員 

12. 部立桃園醫院職業醫學科職災職能復健 

13. 彰化基督教醫院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14. 苗栗縣政府勞工局(職災個管員) ×1 

15. 台中慈濟醫院傷口造口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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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效益分析 

服務項目 人數 備註 

職災通報量 44人 112.01-112.11通報量 

個案管理 57人 
含 112年新通報人數 16人，其他皆為前幾年持續

服務追蹤的職災傷友，目前持續追蹤輔導中。 

生活訓練重建 13人 

今年度參加生活重建訓練者(課程包括生活自理

訓練、健康管理、體能訓練、障礙接納、社會適

應、生涯規劃、轉介服務、職前測驗、轉銜服務

等) 

生活重建訓練人數：在訓及結訓後之追蹤情形 

就業準備 

(待業中) 
1 未確認自己就業方向。 

退休生活 4 已經在過退休生活。 

其他 4 處理官司問題 1 人、繼續復健 3 人。 

住院中 1 因腸子有開刀住院中。 

就學中 1 就讀大學三年級。 

在訓中 2 還在生活重建受訓中。 

總計人數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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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案通報及參訓分析： 

項目 人數 說明 

職災通報量 44人 今年度 01月至 11月的新通報量。 

個案管理 57人 
個案管理每月至少追蹤關懷一次， 57人持續追蹤

關懷。 

生活訓練重建 13人 男 11人；女 2人。 

訓練個案來源 13人 
1.訪視員轉介 9人； 

2.家屬或傷友協助報名：4人。 

（一）個案來源分析 

112年進入通報系統的職災傷友為 44人，其中通報大部分都是新

傷友，尚在醫療期間，故無法進入中心參訓，進入參訓的傷友皆

為是前幾年通報；主要的通報來源說明如下： 

1. 由中心內部北、桃竹苗、中、南四區醫院訪視員及政府單位、醫

院社工或傷友本人及其家屬通報至系統，共計 337人，而其中職

災傷友人數佔其中 13%，可見得職災傷友的通報人數為其少。 

2. 目前 13位接受生活重建訓練的職災傷友，有 9位是透過中心訪視

員共計 9人通報佔 69%，另外 2人是透過家屬通報及餘 2人是由

政府單位轉介。 

（二）個管服務未前來參訓原因(詳見附件二) 

      附件名單中皆為未至中心參訓之職災傷友，其原因主要歸類如下： 

1. 名單中大部分個案管理的傷友多數是因不願意放棄身體復原的機

會，持續在醫院做復健，但可能有其他因素導致暫時無法至中心

接受生活重建訓練，共有 40位，其中導致因素包括：需要持續

復健、照顧人力問題、經濟因素及北部天氣因素等等。 

2. 名單其中有 3 位傷友已報名明年會來參加生活重建課程。 

3. 因個人狀況：因壓傷、適應外籍照顧者及尚未找到照顧者等無法

至本中心參訓。 

4. 受傷未滿一年需要持續治療及復健導致無法至本中心。 

5. 暫時無意願至本中心接受生活重建訓練者。 

6. 其中有 4 位已結案，主要因素已復工、家人及經濟問題導致無法

找到照顧者、或已可以自己生活自理等因素而結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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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2年度期中報告之服務個案狀況分析 
 

 

 

 

 

 

 

（二）依受傷部位分析 

 

  

 

說明：今年度 13 位職災參訓傷友

中，胸腰髓班人數有 7 人(54%)，

頸髓班人數有 6人(46%)。 

分析：7 位胸髓傷友結訓的傷友中

皆可以獨立生活自理，另 6 位頸髓

傷友因受傷部位的關係僅有 1 位能

達到自理，其餘 5 位可部份或無法

自理仍需看護協助照料日常生活。 

 

  

 

   

（一）依身份別分析  

 說明：今年參訓學員約有 59人（男

性 47 人，女性 12 人），其中職災

傷友共有 13 人佔總受訓人數

22%，職災傷友男性 11名佔總職災

傷友人數的 19%。職災傷友女性 2

人佔總職災 0.03% 

 
男

80%

女

20%

男

女

 

頸髓

46%胸腰髓

54%

頸髓

胸腰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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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

15%

上下班車

禍

62%

高處跌落

23%

高處跌落

上下班車禍

跌倒

 

（三）依受傷原因分析 

說明：以受傷原因來看，其中於工

作地點高處跌落 3 人(23%)及上下

班時發生交通車禍事故共 8 人

(62%)，意外跌倒有 2人(15%)，共

計 13人。  

分析：今年度受傷原因以上下班車

禍最常見，而高處跌落者大部分都

是因工作時工地沒有提供安全措施

導致受傷，主要是在建築業的工地

場域時沒有防護措施所導致。 

 

 

（四）依受訓年齡分析 

30歲以

下

31%

41-50歲

31%

50歲以

上

38%
30歲以下

41-50歲

50歲以上

 

 

說明：以今年度傷友的年齡層分

析，30 歲(含)以下有 4 人(31%)，

41-50歲 4人(31%)，50-65歲 5人

(38%)，以今年度的職災傷友齡層

來看，30歲以下的傷友有增加的趨

勢，大都是車禍受傷的傷友。 

分析：以今年度受傷年齡層看來年

齡最小者為 21 及 22 歲，年齡最長

者為 66歲，以目前社會勞動力需求

下，在 50歲以內的職災學員仍有工

作需求有 9 人，但有 6 位無法回原

職場，故需要調整自己的就業職

種，中心今年在課程中將生涯規畫

課程新增職涯探索的部分，以利有

意願回歸職場的傷友能夠往自己適

合的就業方向努力，並提供中心及

其他職訓中心職業訓練機會供職災

傷友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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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受訓時傷齡分析  

1年

62%

2年

15%

3年以上

23%

1年

2年

3年以上

 

說明：以傷齡來看，今年度的傷友

的受訓傷齡大約在 1 年 8 位

(62%)；2年(含)以上 2位(15%)，

3年以上有 3位(23%)，共計 13人。 

分析：今年度的受訓學員多數的人

在受傷 1 年就到中心學習生活自

理，由於目前醫院不願接受大約一

年後受傷的傷友住院，故一年後部

分傷友選擇持續復健，會以門診復

健的方式，另一部分傷友則選擇來

中心加強生活自理能力，主要原因

是一年後身體狀況日趨穩定，且接

近復工的時間，傷友預計返家後需

適應生活及社會適應，故選擇到本

中心接受生活重建訓練。 

  

（六）今年受訓學員各項量表分數統計 

 

姓名 胸 
腰 
髓 
 

黃 
○ 
榮 

廖
○
葆 

郭
○
忠 

林
○
翰 

許
○
惠 

解
○
偉 

卓
○
睿 

頸 

髓 

 

鄭
○
葺 

鍾 
○
明 

徐
○ 

福 

石
○
坤 

許
○
弦 

羅
○
菁 

班級 
狀態 

結 
訓 

結
訓 

結
訓 

結

訓 

結

訓 

結

訓 

在
訓
中 

結
訓 

結
訓 

結
訓 

結

訓 

結

訓 

在
訓
中 

今年接受生活重建訓練胸髓班有 7位，頸髓班有 6位，共有 13位， 

有 11位已結訓目前尚有 2位在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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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生活量表前後評分數比對： 

 

 

 

*頸髓傷友 

 鄭○葺 鍾○明 徐○福 石○坤 許○弦 羅○菁 

初評 13 13 2 35 85 

受訓中 後評 32 58 19 63 100 

 中度依賴 輕度依賴 重度依賴 輕度依賴 獨立 

 

*胸腰髓傷友 

 黃○榮 廖○葆 郭○忠 林○翰 許○惠 解○偉 周○睿 

初評 48 64 41 66 60 59 

受訓中 後評 92 95 98 98 98 97 

 獨立 獨立 獨立 獨立 獨立 獨立 

 

胸腰髓  評分級距 0←完全依賴→20←重度依賴→40←中度依賴→60←輕度依賴→80←功能獨立→100 

頸  髓  評分級距 0←完全依賴→10←重度依賴→30←中度依賴→50←輕度依賴→60←部份依賴→80←功能獨立→100 

說明： 

(1)職災個案經過生活重建，結訓學員共有 11位結訓，其中有 7位

學員在經過訓練後，依統計數據來看已達功能獨立，且不需照顧

者協助自己可以獨立生活自理，其中有１位頸髓學員經過訓練後

可生活自理不需看護，其它為輕度依賴、中度依賴、重度依賴，

仍須照顧者協助，協助的程度也因身體失能狀況有所不同。 

(2)經訓練後評估胸腰髓班結訓學員初評平均 56分，經過訓練後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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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為 96分，平均成長約 40分，其中四位度從中度依賴進步至

功能獨立。而頸髓班結訓學員前評平均為 29分，經訓練後評平均

為 54分，平均成長 29分，由於這四位傷友受傷部位高及功能都

較弱，因此在經生活訓練後進步不是很顯著，較明顯的是從重度

依賴進步至輕度依賴；其次是從重度依賴進步至中度依賴的狀況。 

(3)由以上數據可明顯發現今年度胸腰髓傷友經訓練後都有明顯的進

步功能獨立及順利撤離照顧者，減輕家中經濟壓力。 

3. 社會適應量表前後評分數比對： 

 

*頸髓傷友 

 鄭○葺 鍾○明 徐○福 石○坤 許○弦 羅○菁 

初評 13 13 2 33 60 

受訓中 後評 32 58 19 77 89 

 適應力差 尚可適應 完全不適應 尚可適應 完全適應 

 

*胸腰髓傷友 

 黃○榮 廖○葆 郭○忠 林○翰 許○惠 解○偉 周○睿 

初評 48 64 41 74 63 58 

受訓中 後評 92 95 98 96 92 94 

 完全適應 完全適應 完全適應 完全適應 完全適應 完全適應 

 

胸腰髓班：0←完全不適應→20←適應力差→50←尚可適應→80←完全適應→100 

頸 髓 班：0←完全不適應→20←適應力差→40←尚可適應→70←完全適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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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上圖所示，結訓學員的社會適應量狀況分析：已結訓學員皆都可從

前評尚可適應進步至完全適應；在適應的過程中，先以集體式的教學模

式，再漸進式以分組方式，最後運用獨立方式進行社會適應課程及課後

練習(獨立進行方式)，課程中主要讓學員學習如何面對人群及與環境互

動的適應為主，也因著每一堂社會適應課程都有指派任務及透過與同儕

間的相互學習及鼓勵，逐漸意識及學習如何去因應到社區活動時遇到的

各種狀況，並嘗試的解決問題或請求他人協助。 

(2)胸腰髓班學員從初評平均為 58分，經訓練後評平均為 94.5分，平均

進步 36.5分；頸髓班學員從初評 24分，經訓練後評為 55分，平均

進步 31分。 

(3.)胸腰髓學員經過社會適應課程訓練大都取得特製機車及汽車駕照，

有了交通能力之後可獨自外出參與社交活動、購物及旅遊等等，在

生活上增添色彩，而頸髓學員大都學會操控電動輪椅可自在活動，

隨心所欲行駛至公園及社區活動，在社會參與上也大大提昇。 

3.心理適應狀態評估：是運用兩個量表來評估，一項為憂鬱量表，另一量

表為失志量表，主要是了解每位學員受訓前的心理狀況，受訓後在這兩

個量表上的分數是否有所調整或不同。 

 (1) 心理適應量表(一)：(憂鬱量表) 

     

 林○翰 許○惠 解○偉 石○坤 許○弦 卓○睿 羅○菁 

初評 0 0 0 9 10 9 0 

後評 0 2 1 4 5 在訓中 在訓中 

 很少 很少 很少 很少 輕度   

評估指標：很少：0～4分;輕度：5～9分;中度 10～14；中重度：15～19分； 

非常嚴重：20～27分 

 

 

 黃○榮 廖○葆 郭○忠 鄭○葺 鍾○明 徐○福 

初評 4 7 4 2 1 1 

後評 0 3 0 3 0 0 

 很少 很少 很少 很少 很少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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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A. 胸腰髓班結訓學員中，憂鬱量表測量後總分為 24分，而結訓學員所

測得的前測平均約在 6分，表示學員憂鬱指數低沒有憂鬱或情緒上的

明顯狀況，經過程與同儕訓練員相互支持及學習，在自我照顧能力、

社會適應訓練後，因學習上有成功經驗，自信心相對提升，對自我接

納度也逐漸增加，平均分數遞減 18分。 

B. 頸髓班學員結訓中，憂鬱量表前測總分 23分平均為 4分，表示學員

憂鬱指數低沒有情緒上的問題，後測總分 12分平均為 2分，經過訓

練及同儕間的相互學習，在心理接納及自我照顧能力、社會適應、社

區訓練後，自信心也相對提升，前後評沒有很大的落差。 

 

C. 在訓練過程同儕訓練員及個管員的支持、鼓勵及輔導，個案逐漸在生

活自理的獨立上增強；在情緒的控制及調整也有所改變，從自信增加

及生活獨立後大部分學員的分數多數都是降低的狀況；期中頸髓傷友

後明較前評憂鬱指數高，主要原因是返家後因沒有向中心學習規律，

沒有目標所導致。 

     因此職災傷友傷後需要面對許多身體後遺症的不適感及居住環境

上的各種障礙，都需要同儕經驗及社會接納及心理克服，透過本中

心訓練過程中加強生活自理能力後，逐漸提升自我照顧能力，增強

自信心重新出發，讓傷友在面對困難時知道如何因應，在心態上及

想法上有所調整，才能回歸原本正常生活，而不再依賴家人及社會，

可以自主的因應生活上各面向的困難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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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適應量表(二)：(失志量表) 

 

 

 林○翰 許○惠 解○偉 石○坤 許○弦 卓○睿 羅○菁 

初評 27 9 16 47 14 56 0 

後評 25 11 5 37 24 在訓中 在訓中 

 很少 很少 很少 中度 很少   

評估指標：輕度：0-32分；中度：33-64分；重度：65-96分 

 

說明： 

A. 失志量表主要是了解傷友對傷後面對的想法，胸髓結訓學員測得的

前測平均分數為 27分，透過訓練的過程，學員除強化自我照顧能

力外，也在訓練過程調整自己面對生活的態度及心情，因此訓練能

讓傷友慢慢習慣自己傷後的身體狀況，透過熟悉身體狀況及了解如

何照顧自己後，讓傷友慢慢能夠認同傷後的身體狀況進而自我接

納，在後評較前評平均下降 17分，顯示傷友透過生活重建的訓練

歷程，在面對未來自我照顧及情緒控制及希望感都所提升。 

B. 頸髓班結訓學員測得的前測平均分數為 24分，在後測平均分數為

18分，後前評平均遞減 6分，在訓練歷程提升自我能力後情緒及期

待上心態上都有所調適。 

5.綜合評估： 

(1)整體看來，生活自理能力胸髓平均成長 40分、社會適應能力平均成

長 29分；頸髓經訓練後平均成長 36.5分、社會適應能力平均成長

31分；結訓有 11位，7人已經可以獨立生活自理，社區活動 9人可

以完全適應。 

(2)綜合上述各項量表來看，每位結訓的成員皆有明顯進步，尤其在「日

 黃○榮 廖○葆 郭○忠 鄭○葺 鍾○明 徐○福 

初評 51 29 31 32 29 24 

後評 24 31 8 28 22 0 

 輕度 輕度 輕度 輕度 輕度 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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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量表」比與其他項目有顯著的進步，提升生活自理上獨立且

增強自信心；在社會適應都能達完全適應的狀況，不論是在交通能

力及運用資源、面對問題或外出在環境上更能因應及調適，面對人

群也能夠主動開口求助，請旁人協助自己的不方便，不論在硬體或

軟體上讓社會環境變得更美好更友善。 

(3)胸腰髓班的學員整體評估：順利撤離照顧者可自己生活獨立，減輕

家中經濟壓力，提昇自我尊嚴及自信心，考取機汽車駕照可外出參

與活動，增加社交能力回歸社區生活。 

(4)頸髓班學員整體評估：在生活自理能力因身體失能狀況較嚴重，只

有１人可生活自理，但在同儕教導經驗傳承下減少照顧者協助生活

事項，可以使用電動輪椅外出，具有獨立在社區活動的能力。 

(5)由上述的分析可得知，在生活自理上胸髓班學員身體受限沒有影響

手部功能故訓練後進步最多，幾乎都可生活獨立，因此在心理調適

上也會成長較快，頸髓學員失能影響四肢故在生活上及心理適應上

需要較長時間做調適，在服務中也發覺胸髓和頸髓受傷比例約有一

半的人數，未來會再評估訓練頸髓傷友時需要增加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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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經費運用情形報告 

(一)下半年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 
補助 

金額 

期中支出 期末支出 備註 

實付累計 實付累計 

個案管理

員及生活

訓練員年

終依比例

請領 

人

事

費 

專案督

導 
10,000*12月 120,000 60,000 60,000 

專任個案

管理員 
34,000*13.5月 459,000 200,000 214,000 

專任生活

訓練員 
27,000*13.5月 364,500 162,000 172,125 

講師費鐘點費 215,000 

69,000 184,400 

 

諮商費鐘點費 38,400 

報告印刷費 3,100 1,115 1,985  

合計 1,200,000 492,115 632,510  

1. 第一期支出為 492,115元 及 第二期支出為 632,510元。 

2. 112.01.01-112.12.31.共計支出 $1,124,625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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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用報告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預算數 實支數 自籌款 勞動部補

助金額（請

自行分配） 

○○機

關補助

金額

（請自

行分

配） 

單

據

編

號 

實支數分析 

機關別 補助(自

籌)比例 

實際(自

籌)補助

金額 

專業督導

人事費 
120,000 120,000  120,000   

自籌部分 14% 189,712 

專任個案

管理員人

事費 

459,000 414,000  414,000   

專任生活

訓練員人

事費 

364,500 334,125  334,125   

專任人員

勞健保、

勞退費用 

142,740 143,112 143,112 0   

講師鐘點

費(內聘) 
83,000 148,000 

46,600 153,400 

  
勞動部補

助部分 

86% 1,124,625 

講師鐘點

費(外聘) 
132,000 52,000   

   

諮商鐘點

費(外聘) 
38,400 100,000  100,000   

   

報告印刷

費 
3,100 3,100  3,100   

○○機關

補助部分 

  

       合計 100% 1,314,337 

       
勞動部核定補助金額 1,200,000 

       
勞動部實際可補助金額 1,124,625 

合  計 1,342,740 1,314,337 189,712 1,124,625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主辦會計        計畫主持人     單位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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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整年度課程時數分析： 

(一)課程時數安排 

課程屬性 課程內容 時數 合計 

諮商輔導課程 

22% 

重建的喜悅(外聘講師) 2 

50H 

障礙接納(外聘講師) 18 

職涯探索(外聘講師) 7 

生涯規劃(外聘講師) 12 

兩性關係(外聘講師) 11 

社會適應課程 

34% 

淡水之旅 32 

76H 
大賣場購物 12 

都市叢林探索 24 

最佳業務員 8 

生活訓練課程 

17% 

常用輔具介紹＆輔具 DIY 12 

38H 

功能性肌力培養、基礎概

念(外聘講師) 
2 

功能性肌力培養、發展課

程(外聘講師) 
20 

功能性肌力訓練與整合

式訓練(外聘講師) 
2 

心肺有氧訓練(外聘講師) 2 

生理知識課程 

26% 

認識脊傷與後遺症預防 12 

58H 

泌尿系統與排便處理 18 

口腔衛生 3 

感染預防與處理控制 10 

居家護理與用藥常識 15 

其他課程 1% 福利與權益介紹 2 2H 

總計  共 2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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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安排說明 

1. 諮商輔導課程： 

(1)障礙接納：是今年度新家的課程，主要是因為許多受訓後的傷友，

對自己產生障礙的事實仍然無法認知，因此透過障礙定位協助重

新對障礙的認知與因應，透過彼此分享了解障礙對於自己在生理

心理上的結構障礙的優化，在障礙歷程中所帶來的學習，透過重

新結構障礙的歷程，更能因應甚至轉化成優勢。 

(2)將原本的成長團體課程轉變成生涯規劃課程，主要由本身是頸髓傷

友的心理諮商師及個管員帶領的團體課程。課程主要規劃分成以下

三個階段：A.協助成員看見生涯規劃或職業探索的可能性，過程當

中覺察障礙在規劃歷程所產生的限制，同時也看見障礙因應的過程

產生的價值與改變。B.在與障礙共處的前提下，重新整理自己的能

力、興趣、價值觀，引導並整理的因素重新導入接下來的障礙歷程

當中，進而產生屬於與障礙共處的生涯安排或職業探索。C.了解相

關的資源管道和系統，協助成員重新看見後續的生涯規劃和職涯探

索的可能性，並且實際操作產生動機與現實感，進而定位生涯或就

業的安排和方向。由於課程調整關係，除新增與調整障礙接納、生

涯規劃外，也安排成功傷友回中心做分享，於每週會進行一次邀請

經過中心訓練後回歸職場的傷友，如何面對外在環境，如找上網找

工作投履歷表、面試經驗、職場人際關係經營、如何找租屋及如何

和房東溝通、工作環境改善及職務再設計等等，每一期約有四次傷

友分享及安排二次職業重建專業老師針對職涯發展概念及定位讓學

員更瞭解為何要做職涯規畫，同時會讓有需要進行個別會談針對職

涯的學員和老師做一對一的會談，這樣讓學員更清楚更具體自己未

來要走的方向。 

2. 職災權益與保險理賠邀請到實際在保險從業界服務的專業人士前來授  

課，協助傷友對於相關的保險理賠知識及自身應有的權益能有更進一步 

的瞭解，於課堂中若有需進一步詳細評估，會再另安排時間一對一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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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適應課程：協助學員透過實際與社會大眾進行互動，先以團體行動 

的大潤發購物之旅開始，逐漸轉為小組活動，在後期的都市叢林探險的 

課程都開始設定單獨活動的任務，以達到社會適應之目的。 

4. 作業訓練課程：由於傷友受傷後，未來回歸職場可能需要使用電腦，因

此中心課程提供基礎電腦的學習。其中有位傷友預計結訓後回歸原職

場，因此加強學員基本電腦能力，促使學員回原職場從事文書工作。 

5.今年下半年新增體適能訓練課程，將以輪椅族群日常生活、工作活動會運

用的肌群為訓練主體，透過阻力運動（無氧運動）的原理，輔以部份有氧

運動，透過個別化的評估、掌握個人需求，進行整體性、個別化的教導。

過程中會使用部份器械式器材，但將以彈力繩、啞鈴等，可於家中進行日

常自我訓練的器材為主體。在短短的 10堂課中（頸髓班進行 5堂課）將

優先建立學員對肌力自我訓練的架構與概念，並會反覆探討輪椅族基本活

動功能相關肌力的訓練方向與方法；然後協助他們找到可於居住環境中可

例行自我訓練，養成運動習慣的方法。 

      因每日身體活動量不足者，常常導致心肺功能會慢慢退化，甚至會使神

經功能尚可控制的「軀幹」、「上肢」肌力逐漸流失；輕者慢慢無法從事

生活所需的功能動作，重者常有肌肉酸痛、骨折受傷，甚至健康狀態每

況愈下等情形；亟需認識體適能活動或訓練可促進身體機能的概念；並

找到簡單有效、可例行性自我訓練肌力的方法；進而有系統的培養功能

性肌力，養成可促進健康的運動習慣。課程重點將著重肌力發展與生活

功能的關連與肌力培養的基本概念；另在訓練法部份將著重個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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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效益評估 

一、 通報網路的部分 

(1) 雖然今年度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日漸趨緩，各區訪視員都可以進入

醫院進行訪視業務，但主要傷友較多的醫院仍然是無法進到復健教

室或病房，各區訪視員大多在病房以外區域接觸傷友，或透過護理

站人員協助通報才有機會訪視傷友。 

(2) 透過各區脊髓損傷者協會社工員共同合作，透過電訪服務關懷的次

數及到宅關懷訪視，而同儕支持員及訪視員職前培訓是需要接受中

心的專業訓練及實習，並且通過考試學科及術科測驗通過結訓取得

證書才能擔任。 

(3)職災傷友經每年通報累積下來有一定的數量，除個案管理以外的傷

友，都由各區同儕訪視員至醫院通報及追蹤，而有願意到中心接受

生活重建的職災傷友則由訪視員了解及評估身體及復健進展情形，

再銜接至中心生活重建服務，以利提升自我照顧能力及交通能力後

儘快返回就業職場或培養工作強化能力。 

二、 個案管理：透過專人招生服務，由單一窗口進行通報、個案管理服

務模式、統籌患友聯誼活動、與地區協會接洽等業務進入招生機制，

進到生活重建後交由個案管理員、同儕訓練員及護理師進行評估

後，擬定服務計畫及目標，執行服務計畫，個管員給予陪伴隨時觀

察傷友訓練狀況，有必要時介入輔導，掌控學習進度及心理適應狀

況。 

三、 訓練課程理念： 

（一） 個體獨立：生活上、行動上的獨立、輔具的運用、交通工具

運用等訓練，可以減少對家人的依賴與照顧，達到真正的行

動獨立。 

（二） 人格獨立：經由生活、心理、社會等重建訓練後，能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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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的依賴、增進面對社會人群的自信，達到真正的人格

獨立。 

（三） 生活獨立：在個案管理員及同儕訓練員的協助之下解決這段

時間所遭遇到的問題，經由二～三個月的各項課程的體驗及

實際執行，貫徹復健就在生活中的理念，透過實際生活需求

及學習後提升其適應能力，以達到生活獨立的目標。 

（四） 工作獨立：經由生活重建、社會適應及職業重建的服務下，

順利回歸家庭、社會和職場，以增加個人的經濟來源，達到

經濟獨立為最終目標，減少社會依賴照顧人口的數量。 

（五） 社區適應：透過戶外面對人群及安排鼓勵介紹自己和人群互

動，瞭解社會環境及社區樣態，勇於面對克服外在環境障

礙，做好預備回社區的生活。 

四、 資源連結：無論是醫療、社政、勞政、就業、教育、社區、民間

團體等資源，提升多元化的服務，也與資源建立良好的關係和跨

領域的合作，提高專業的服務。 

五、 患友聯誼：藉由在醫院辦理招生講座，由同儕支持員及同儕訪視員

與醫院護理站或職能治療師至醫院與住院或復健傷友進行交流，

將建立新舊病友建立良好關係，運用受訓過學員重建過程分享，

激勵新舊傷友勇敢面對傷後重建，將中心訓練精神及使命推廣到

各地，另外也會與各地區協會活動結合並進行宣廣，讓更多人脊

傷傷友能夠在傷後規劃自己的生涯或職涯，因應傷後的生活及與

人群互動。 

六、 重新培養人才創造社會資源：重新出發，重新學習，讓人力資源

能夠發展出來，中心一系列的重建訓練，目的就是要激發潛能，

重新培訓人才，貢獻社會。 

七、 個別化訓練方針：對進入中心受訓的人員依照其狀況的不同進行

各項評估，在共同的課程下安排不同的進度規劃： 

（一） 能力不足或仍有進步空間者：經個案管理員及訓練員於學習

期間共同評估其有需增加訓練時間或內容並擬定服務計畫。 



33 

（二） 能力較佳者：依其主要目標進行特定課程訓練或直接安排進

入職業重建的服務。 

（三） 有就業意願者：先提供本中心的就業性向測驗，包括：「我喜

歡做的事」、「工作氣質量表」，並確認預計進入就業職場時

間，銜接就業相關資源，透過職涯專業老師做一對一會談及

引導職業方向，老師也會運用牌卡讓傷友測驗，瞭解人格特

質及興趣，再由老師解說及提供意見讓傷友做參考，另外，

本中心資源包括：居家就服員、人才培育班、職業訓練班以

及有台灣大哥大客服工作室職缺等等，外部資源包括：「各

縣市身心障礙職業重建窗口」、「各縣市就業服務站」、「公立

及私立職業訓練」、「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等。 

 

 

  

 

 

 

 

 

 

 

 

 患友聯誼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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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期中報告專家意見回復及期末報告修正 

專家意見 回復 

1.除了中心內部開發或個案端自

行尋求服務，建議加強從地方

政府或醫療端（包括認可職能

復健單位）的連結事宜。 

1.在地方政府的部分，因為中心地處在

桃園市，接收桃園市政府需求評估單

位通報及轉介，另外也會參與各縣市

職災個管單位之資源聯繫會報，宣導

本中心服務。 

2.在醫療單位部分由於本中心在北北

基、桃竹苗、中彰投、高高屏皆有同

儕訪視員，會與到各區域醫院職能復

健單位進行聯繫及到院探訪的行動，

故可以醫院單位都會將有需要的傷友

通報給同儕訪視員。 

2.建議正向表列，提供哪些個案

管理服務之分析，不宜只列出

「未前來參訓的原因」。 

由於本中心服務中會以生活重建服

務為主，故在個案管理項目中包括：各

項福利服務諮詢服務、資源或資源提

供、關懷服務、生活重建服務及說明、

其他等內容，因此後續在期末報告將每

位傷友有提供之個管服務細項詳列於表

格當中。 

3.個別化服務計畫在 ISP 會議中

是討論的重點，形成個別化服

務計畫後，ISP 記錄應據以執

行、對應，才能更結構化的為

職災勞工服務。 

由於在召開每位個案 ISP會議前，

都會再召開各專業人員對個案的評估會

議，再與個案進行討論，經討論後再與

個案一起擬定服務目標，有關委員的建

議，會再與工作人員討論進行調整。 

4.對於有就業意願需求的個案，

除了興趣量表及氣質量表，應

再思考職業性向測驗及其他觀

察、晤談的資料。 

對於有就業意願的個案，中心也在

調整課程規劃，預計先從生涯到職涯的

規劃，有關其他職業性向測驗部分會再

與中心就業服務單位進行討論再做調

整，已導入就業心理諮輔導課程。 

5.對於有就業意願需求的個案，

均予以電腦訓練是否妥適？建

議多考量或多提供其他多元的

訓練。另可多運用或連結相關

的職業重建服務(包括：職業訓

呈上述說明，會再因應個案需求及

興趣及就業相關因素考量，進行資源的

連結及服務提供，由於職業重建服務需

要等到回歸居住地後再進行銜接，故都

再結訓後才會進行，後續服務歷程會再

因應委員建議思考職業重建服務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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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意見 回復 

練、職再、支持性就業服務

等)。 

分。 

6.期末報告修正建議： 

(1)計畫緣由與目的應說明如何

執行以克服現存問題，並具

體定義本計畫的每一服務項

目，例如：何謂通報？何謂

個案管理？如何執行？何人

執行？開結案指標及如何檢

驗成效等，以理解生活重建

訓練外的服務樣態。 

(2)除了期中報告第 7 頁所列 4

名人力，亦有其他人員執行

服務，實務上以團隊執行業

務係屬常態，建議人力編制

可明列主責與協力人員，並

說明負責業務。因為服務業

務中包含各項量表評估，故

專業明確分工很重要，也需

要被檢視。 

期末報告修正建議： 

(1)回覆如下:P35及 P36 

 

 

 

 

 

 

 

 

(2)已在期末報告 P4修正團隊人力狀況 

 

期末報告修正建議： 

(1)回覆如下: 

Ａ、如何通報： 

1. 主動與各縣市脊髓損傷者協會保持聯繫關係建立通報。 

2. 主動與各地區醫院保持聯繫關係建立通報。 

3. 主動與各縣市政府保持聯繫關係建立通報。 

4. 主動與北中南東區個管中心保持聯繫，建立通報。 

5. 由各區訪視員至醫院訪視發覺個案後，經過個案同意即建立通報。 

6. 個案親朋好友或家人主動至中心通報系統登錄資料。 

7. 個案主動進入中心系統自行通報或來電求助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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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個案管理流程及執行： 

1. 個案招收→透過通報系統的職災個案，再由個管評估進入生活重建訓練 

服務。職業災害勞工經醫師診斷為脊髓損傷者，經評估可接受訓練者， 以

生活自理、心理重建、社會適應訓練為主。 

2. 專案評估→由職能治療師、護理師、訓練員、心理諮商師、社工員所組  

成的專業團隊，分別對生理、心理、特質、社會等功能評估。 

3. 建立個案基本資料→收集個案基本資料、建檔、分析、評估。 

4. 建立關係→由專業團隊成員，與個案建立良好與信任關係。 

5. 擬定重建計畫→依個別差異，與個案共擬出一套可行的訓練計畫。 

6. 取得資源→協助個案連結內外資源並激發內在潛力。 

7. 整合資源→各協會、醫院、學校、社會福利政策等，協助個案運用資源 

的能力。 

8. 輔導→轉介、轉銜、就醫、就學、職訓、就業、就養等的安置。 

Ｃ.開、結案指標： 

   1.開案指標：職業災害勞工經醫師診斷為脊髓損傷者，個案由各地協會、醫

院、機構、報章媒體、自行報名，經本中心評估可接受重建訓練者，以生

活自理、心理重建、社會適應訓練為主。 

   2.結案指標：個案達成個別化服務計劃訓練後，繼續追蹤輔導半年，若個案

已有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即可結案。 

Ｄ.訓練成效評估： 

   透過生活重建訓練各量表做為成效評估成果： 

1.日常生活量表：日常生活能力包括初評分數及後評分數。 

2.社會適應量表：社會適應能力包括初評分數及後評分數 

3.心理適應量表（憂鬱量表及失志量表）：初評分數及後評分數 

4.總成效評估表：成果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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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期末報告專家意見及回復： 

期末專家意見 回復 

1.第 18 頁提及本年(112 年)預期目標為新

通報人數 30 人、個管人數 50 人、訓練

人數 25人，期末報告之通報人數及個管

人數均有達標，但訓練人數只有 13 人

(52%)；惟 113年的計畫，卻仍列訓練人

數為 25人，建議應依歷年實際訓練人數

調整預期目標。 

依歷年來至中心參與訓練之職災個

案確實人數皆未達目標 25人，故往

後申請計畫時會做調整，符合計畫

預期目標。 

2.第 19 頁與第 39 頁，提及「職災通報量

40 人，占比通報至系統人數 337 人為

8.4%」，數據有誤應予修正。 

更正職災通報量為 44人，正確數據

為 13%，如修正後期末報告第 1頁、

13、15、16頁及第 39頁。 

3.第 7 頁，專任個管員和專任訓練員的流

動性太高，請思考留人及獎勵制度，留

得住人，才能精進專業。 

因應長照及社會福利需求增加，

導致社工人力不足，未來將提供

符合個管及訓練員薪資福利待

遇，讓人員可穩定留任。 

4.第 36頁，「期中報告專家意見回復」第 2

點提及將會於期末報告詳列個管服務細

項，惟期末報告未見詳列每位個案之個

管服務。 

已補充未參訓個案之個管服務，如

修正後期末報告第 57~59頁。 

5.個案的編號，建議能一致(第 43 頁和其

他文件的個案編號均不一致)。 

個案編號已修改為案號，如修正後

期末報告第 43頁起及其它文件。 

6.個案基本資料於一開始就寫結案日期

(如:79 頁/20230922)，顯不合邏輯，請

說明或修正。 

這個表單設計主要目的是可以清楚

看到這位個案已接受生活重建訓練

並且已經結訓，此表單不合邏輯，

已修正。(如修正後報告第 79頁起) 

7.頁碼編輯不清楚，許多頁面均無頁碼。 已將頁碼編輯齊全。 

8.依第 7 頁所載，楊月美任職是 2 月至 7

月，黃仁祥是 8月至 12月，有關「脊髄

損傷患者個案會談暨輔導工作紀錄」，個

案林○翰會談日期 2023/7/6、個案許○

惠會談日期 2023/7/7 及 2023/7/12、個

案 石 ○ 坤 會 談 日 期 2023/7/19 及

2023/7/27，填表人均是黃仁祥；另林○

7月份填表人，已將誤載部份修

正。（如修正後報告 244頁、277

頁、278頁、340頁及 341頁） 

8月份後楊月美不是個管員，是主

管職，故由其蓋主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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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專家意見 回復 

翰 2023/8/16工作紀錄，主管是楊月美，

以上是否誤載，請修正或說明。 

9.與個案林○翰在 2023/8/16 的會談主題

是就業問題，個案在職災前就有高薪的

工作，在第 1次 2023/7/6會談時，即應

談及就業問題，盡可能蒐集到最多元的

資料，如考駕照或有需連結就業相關資

源，並在 ISP中一併完整考量並規劃。 

個案已在訓練初期就考取汽車駕

照，另特製機車因酒駕吊扣駕照短

時間無法考照。 

未來有就業需求之個案會在 isp會

議中列入討論及規劃。 

10.對於表達有就業意願需求的個案，除提

供中心現有職缺外，建議考量或結合其

他多元的資源，如職業重建中心的職業

訓練、支持性就業服務及職務再設計等。 

未來會針對有就業需求之個案提供

職業重建中心服務平台，增加廣度

多元資源，以利儘早回歸職場。 

11.本報告對於生活重建、心理輔導、社會

適應等定義不清楚，建議嗣後年度應修

正第 12頁的生活重建服務流程圖及相關

服務內容。若三者很難分開執行，應清

楚說明其間關係，使補助的範圍亦能包

括生活重建，以避免計畫名稱是「心理

輔導及社會適應」，而實際執行多為生活

重建服務。 

一、有關本計畫涉及之生活重建、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說明三者關

係如下：（如修正後期末報告第 5

頁） 

1.中心是以生活重建服務方式進行

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計畫。 

2.心理輔導部分，會因個案意願，

銜接介入心理諮商服務，若沒有意

願，則在開案後接受團體諮商輔導

或生活重建服務，並在歷程中鼓勵

個案接受個別諮商輔導，故有需求

但沒有意願接受心理諮商服務的

個案，在服務歷程中除個管員的支

持與輔導及課程方式進行外，也會

運用課程中的同儕經驗分享方式

給予支持。 

3.社會適應部分，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進行，初期透過團體方式進

行，待學員已逐漸有外出能力及

心態後，以個人方式安排進行社

會適應。 

4.生活重建包括生活自理、學習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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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專家意見 回復 

顧自己的技巧及心理輔導內容，

規劃社會參與面對人群及適應外

在各種環境，為回歸職場或社區

做準備。 

二、有關生活重建服務流程圖，已

修正生活重建含心理輔導及社會適

應。（如修正後期末報告第 9頁） 

捌、 結論 

(一)112.01.01至 112.12.04止，共計服務了 13名傷友，每一期約有 2-3

位不等的學員屬於職災的身份，由於今年度新冠疫情已有漸漸趨緩，

醫院訪視已比較願意開放進入做關懷，案家的部份接受家訪意願也有

提高，通報的職災身分傷友較少佔總通報(44/337)13%，其中大部分

職災傷友選擇持續復健居多，因此中心在今年度將訪視區域範圍擴增

至南區及東區(高高屏及花東)，並且將過去原本合作及探訪的 24 間醫

院新增至 63 間，共增加了 39 間拜訪的醫療院所，以此方式提升職災

傷友的通報量，進而讓更多職災傷友進入中心生活重建服務，學習生

活自理技能，減輕家庭負擔。 

(二)在北、桃竹苗、中、南區四區設置病房訪視員服務的模式，以主動極

積的方式進入病房，提供陪伴支持的力量，且與醫院或各地區協會合

作辦理患友聯誼活動，進而協助傷友瞭解生活重建的訓練內容及目

的，另外也透過中心 FB 粉絲頁的露出及媒體曝光度讓更多人看到，

內容包括：接受生活重建訓練學員的訓練情形及就業狀況、各個活動

絮、患友聯誼的活動狀況等，以利傷友有意願參加生活重建訓練。 

(三)協助 13名職災傷友接受生活重建訓練的狀況： 

共 11位結訓(2人在訓中)，返家後續追蹤狀況如下： 

(1)待業中：1人待業。 

(2)復健中：3人，另１人開刀休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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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學中：1人，大學三年級 

(4)退休：4人，過退休的生活。 

(5)其他：處理官司問題 1人。 

(四)本中心將職災脊髓損傷者納入服務範圍已有多年，對於職災傷友所面臨

的各項問題，除轉介給各縣市職災個管員外，也會透過本中心在北部及

中部所成立的個管中心提相關供服務與輔導，銜接在社區生活無法到本

中心接受生活重建復務，以增強服務對象提升自己的能力，資源連結，

並提升團隊的服務。 

(五) 由於生活重建服務過程中，發掘有部分學員生活自理以能夠自理或心態

上已轉備好提前進入工作技能訓練，故經評估後可進入本中心人才培育

班，而提前進入人才培育班者，若有需社會適應之相關課程，會針對學

員較弱的部分持續加強。 

(六) 經過本中心生活重建→社會適應→諮商輔導→職涯探索→職業重建→

就業媒合等服務後，職災勞工對於傷後的心理調適、面對生活的態度、

積極對未來生活規劃及重返職場等的行動，除使用本中心職業重建及就

業媒合資源外，也會轉介給各縣市政府協助身心障礙者的職業重建窗口

或就業服務相關單位，以利傷友回歸職場及未來職涯的部分有實質的幫

助。 

(七)本中心也使用社會福利部家庭署「身心障礙資訊整合平台」作為通報來

源，但今年度並未通報任何一位職災傷友進入本中心服務，無法成為重

要案量來源，主要還是經由各區同儕訪視員與傷友溝通後進而接受本中

心生活重建服務，可見訪視員的重要性。 

(八)由於本中心主要以生活重建、心理輔導、社會適應、職業重建等服務為

主，結訓後會依職災傷友需求轉介至各地區脊髓損傷者協會或其他相關

單位，以利協助職災傷友歸職場或社區生活。 



41 

  



42 

 
 

 

 



43 

玖、 附件一：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彙總表 

單 位 名 稱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計 畫 主 持 人 麥麗蓉 

計 畫 目 標 個案數：25人 

案號 姓 名 性別 年齡 身分證號 執行現況 執行時數 備註 

105914 黃○榮 男 66 V10069****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364小時  

106417 廖○葆 男 25 R12460****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364小時  

106242 鄭○葺 男 21 A13108****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364小時  

106415 鍾○明 男 66 J10067****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364小時  

106680 郭○忠 男 46 J12170****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428小時  

106544 徐○福 男 63 B12109****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383小時  

106720 林○翰 男 31 N12452****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466小時  

106062 許○惠 女 22 S22553****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398小時  

106457 解○偉 男 26 K12283****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466小時  

105903 石○坤 男 49 L12212****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547.5小時  

106206 許○弦 男 50 H12059****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547.5小時  

106258 卓○昱 男 24 L12552****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341小時 在訓

中 

106772 羅○菁 女 58 G22005**** 
生活重建 

社會適應 
192小時 在訓

中 

 共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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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5914 收案日期 112年 01月 30日 

姓 名 黃○榮 性  別 男 年齡 66歲 

職災類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09年 05月 13日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工作過程，從高處跌落導致受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C；腰髓第 2節   不完全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 行 項 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1/30-112/02/10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48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54分 

生活重建 112/02/13-112/03/31 356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92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92分 

1.訓練總時數為 364小時。 

2.後轉介至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移位技巧、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

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涯發展輔導、機汽車駕駛能力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3月 31日 追蹤日期 112年 5月 05日、06月 09日 
07月 10日 

結 案 情 形 
已過退休生活，平日偶爾外出與案妻在附近散步，尚未購置交通

工具，外出都是家人接送，已申請失能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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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417 收案日期 112年 01月 30日 

姓 名 廖○葆 性  別 男 年齡 25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1年 05月 12日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因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導致受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A  ；胸髓第 9節    完全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1/30-112/02/10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64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63分 

生活重建 112/02/13-112/03/31 356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95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94分 

1.訓練總時數為 364小時。 

2.後轉介至台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台南市勞工局(職災個管員)。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移位技巧、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

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涯發展輔導、機汽車駕駛能力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3月 31日 追蹤日期 112年 5月 17日、06月 09日 
07月 10日 

結 案 情 形 

與車禍肇事者的官司尚在進行刑事訴訟，由於案家人經濟支持薄

弱，無法購置外出交通工具，故預計訴訟結束後再去求職或職業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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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242 收案日期 112年 01月 30日 

姓 名 鄭○葺 性  別 男 年齡 21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0年 11月 19日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因下班後騎車返家時，直接撞上違規左轉車導致脊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A  ；頸髓第 4節   完全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

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 行 項 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
間總時
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1/30-112/02/10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13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79分 

生活重建 112/02/13-112/03/31 356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32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83分 

1.訓練總時數為 364小時。 

2.後轉介至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本中心職訓中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用藥常識、電動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與權益、心理輔

導及生涯發展輔導、照顧者技巧訓練、機汽車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3月 31日 追蹤日期 
112年 04月 25日、05月 23
日、06月 12日 

結 案 情 形 於 9月 15日職業訓練班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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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415 收案日期 112年 01月 30日 

姓 名 鍾○明 性  別 男 年齡 66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0年 08月 04日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工作過程中不慎跌倒，導致頸髓受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D  ；頸髓第 4節    不完全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 行 項 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
間總時
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1/30-112/02/10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13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52分 

生活重建 112/02/13-112/03/31 356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58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81分 

1.訓練總時數為 364小時。 

2.後轉介至新竹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用藥常識、電動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與權益、心理輔導

及生涯發展輔導、照顧者技巧訓練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3月 31日 追蹤日期 
112年 5月 05日、06月 09日 
07月 10日 

結 案 情 形 
已過退休生活，部分時間到醫院復健，部分時間在家復健，偶爾

家人會一起外出旅遊，且已購買電動輪椅以利外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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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680 收案日期 112年 04月 10日 

姓 名 郭○忠 性  別 男 年齡 46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09年 04月 08日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工作過程中，不慎踩空從高處跌落，導致脊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A ；胸髓第 10節    完全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 行 項 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4/10-112/04/21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41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61分 

生活重建 112/04/24-112/06/21 420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98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96分 

1.訓練總時數為 428小時。 

2.後轉介至桃園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移位技巧、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

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涯發展輔導、機車駕駛能力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6月 21日 追蹤日期 112/07/12及 11/06 

結 案 情 形 

於十月底已搬至桃園八德社會住宅三房二衛居住每月房租一萬

一仟元,環境友善方便進出。每週三參加桃園脊協打保齡球練習

及比賽,生活很充實,和同儕交流又可以做運動。做手工餅乾當做

生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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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544 收案日期 112年 4月 17日 

姓 名 徐○福 性  別 男 年齡 63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1年 02月 21日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工作時間，因腳踩到東西腳被絆住，不慎跌倒導致脊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B；頸髓第 4節    不完全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4/17-112/04/28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2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67分 

生活重建 112/05/02-112/06/30 375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19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83分 

1.訓練總時數為 383小時。 

2.結訓後轉介至台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及臺中市山海屯脊髓損傷協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用藥常識、電動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與權益、心理輔導

及生涯發展輔導、照顧者技巧訓練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6月 30日 追蹤日期 112/07/13及 112/11/28 

結 案 情 形 
過退休生活已購買電動輪椅，部分時間到醫院復健，部分時間到

協會參加歌唱班及打桌球，偶爾和家人一起外宿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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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720 收案日期 112年 7月 03日 

姓 名 林○翰 性  別 男 年齡 31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1/11/14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工作搭建鐵皮屋時摔落致障，導致胸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A；胸髓第 7-10節    完全性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7/03-112/07/14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66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74分 

生活重建 112/07/17-112/09/22 458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98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96分 

1.訓練總時數為 466小時。 

2.結訓後轉介至彰化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移位技巧、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

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涯發展輔導、汽車駕駛能力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9月 22日 追蹤日期 112/10/17及 112/11/19 

結 案 情 形 目前因開刀住院身體休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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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062 收案日期 112年 7月 03日 

姓 名 許○惠 性  別 女 年齡 22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0/04/27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下班途中與貨車相撞，導致胸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A；胸髓第 11-12節    完全性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7/03-112/07/14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60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63分 

生活重建 112/07/17-112/09/08 390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98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92分 

1.訓練總時數為 398小時。 

2.結訓後轉介至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及高雄三山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移位技巧、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

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涯發展輔導、機汽車駕駛能力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9月 08日 追蹤日期 112/10/02、10/30及 11/17 

結 案 情 形 
目前就讀正修科技大學三年級，預計 112/12/04至南區脊髓損傷

基金會同儕實習三週，以不影響課業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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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457 收案日期 112年 7月 04日 

姓 名 解○偉 性  別 男 年齡 26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1/05/13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下班途中車禍，導致胸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B；胸髓第 3節    不完全性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7/04-112/07/14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59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58分 

生活重建 112/07/17-112/09/22 458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97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94分 

1.訓練總時數為 466小時。 

2.結訓後轉介至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及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勞資

關係科。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移位技巧、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

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涯發展輔導、機汽車駕駛能力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112年 09月 22日 追蹤日期 112/10/19及 112/11/20 

結 案 情 形 目前因臀部有壓傷，在家休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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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5903 收案日期 112年 7月 17日 

姓 名 石○坤 性  別 男 年齡 49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08/11/15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下班走在路上被騎機車人撞上，導致頸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A；頸髓 第 3-6節  完全性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7/17-112/07/21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35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33分 

生活重建 112/07/17-112/10/20 539.5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63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77分 

1.訓練總時數為 547.5小時。 

2.結訓後轉介至台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台中市山海屯脊髓損傷者協會、脊髓

損傷潛能發展中心-中區個管中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用藥常識、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

涯發展輔導、機汽車駕駛訓練及考照、照顧者技巧訓練 

結 案 日 期 112年 10月 20日 追蹤日期 112/11/28 

結 案 情 形 在家做自我運動，拉彈力繩，或是到住家外附近的公園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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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206 收案日期 112年 7月 17日 

姓 名 許○弦 性  別 男 年齡 50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0/09/03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下班路途中被汽車撞上，導致頸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D；頸髓 第 2-7節  不完全性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07/17-112/07/21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85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60分 

生活重建 112/07/17-112/10/20 539.5 
1.日常生活量表：後評 100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後評 89分 

1.訓練總時數為 547.5小時。 

2.結訓後轉介至台中市山海屯脊髓損傷者協會、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中區

個管中心。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用藥常識、電動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與權益、心理輔導

及生涯發展輔導、外出能力訓練、下肢肌耐力訓練、行走平衡 

結 案 日 期 112年 10月 20日 追蹤日期 112/11/06 

結 案 情 形 持續至醫院復健加強身體四肢肌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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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258 收案日期 112年 10月 02日 

姓 名 卓○睿 性  別 男 年齡 24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0/09/26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上班路途中被汽車撞上，導致胸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A；胸髓 第 5節  完全性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10/02-112/10/13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49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56分 

生活重建 112/10/02-112/12/22 333 
還在受訓中 

1.截至 11月 30日訓練時數為 341小時。 

2.還在訓練中 112/12/22才會結訓。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移位技巧、輪椅操作技巧、社會適應、福利

與權益、心理輔導及生涯發展輔導、機汽車駕駛能力訓練及考照 

結 案 日 期 還未結訓 追蹤日期 還未結訓 

結 案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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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個案紀錄表 

案 號 106772 收案日期 112年 10月 31日 

姓 名 羅○菁 性  別 女 年齡 58歲 

職 災 類 型  傷害    疾病 職災日期 111/03/02 

職 災 經 過 
( 含 地 點 ) 下班路途中車禍，導致頸髓損傷 

傷 病 診 斷 
(部位及程度) 

ASIA: A；頸髓 第 3-6節  不完全性損傷 

申 請 勞 保 
職 災 給 付  有(已給付  審核中)    無(原因：            ) 

收 案 標 準 
( 請 勾 選 ) 

1.職災勞工並經各縣市政府職災個管員(FAP)轉介者。 

2.職災勞工並經工作能力評估者。 

3.其他：本中心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能力訓練受訓之職災學員 

執

行

記

錄

摘

要 

執行項目 執 行 期 間 執行期間
總時數 

執 行 情 形 

評估期間 112/10/30-112/11/10 8 
1.日常生活量表：初評 12分 
2.社會適應評估量表：初評 37分 

生活重建 112/10/30-113/02/02 184 
還在受訓中 

1.截至 11月 30日訓練時數為 192小時。 

2.還在訓練中 113/02/02才會結訓。 

個案服務項目: 

生活重建、衛生處理、用藥常識、輪椅技巧、社會適應、福利與權益、心理輔

導及生涯發展輔導、外出能力訓練 

結 案 日 期 還未結訓 追蹤日期 還未結訓 

結 案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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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附件二：通報服務名冊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112.01.01-112.12.31職業災害脊髓損傷者 

「未參訓個案服務名冊」 

編號 姓名 縣市 男 女 備註 

1 蔡○彥 台中市 v   

2 麥○勝 高雄市 v   

3 張○豪 新北市  v   

4 覺○基  新北市  v   

5 李○昱  台中市 v   

6 許○春  彰化縣 v   

7 蔡○仁 台中市 v   

8 李○全  屏東縣 v   

9 王○和 台北市 v   

10 林○佑 新竹縣 v   

11 陳○璋 新竹縣 v   

12 林○智 高雄市 v   

13 劉○琳 台中市 v   

14 彭○亮 桃園市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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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縣市 男 女 備註 

15 楊○傑 台中市 v   

16 楊○元 台南市 v   

17 王○雄 台南市 v   

18 潘○仁 高雄市 v   

19 姚○隆  高雄市 v   

20 游○林 南投縣  v   

21 許○哲 新竹市 v   

22 詹○如  高雄市  v  

23 王○中  高雄市 v   

24 林○華  宜蘭縣  v  

25 范○泰  桃園市 v   

26 朱○仁  桃園市 v   

27 陳○勛  新北市 v   

28 許○菱  新北市  v  

29 黃○華  台南市  v  

30 黃○源 彰化縣 v   

31 藍○賢 台中市 v   

32 吳○源 新北市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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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縣市 男 女 備註 

33 吳○泳 台北市 v   

34 曾○景 台中市 v   

35 陳○志 台北市 v   

36 薛○仁 高雄市 v   

37 曾○淨 花蓮縣 v   

38 梁○芳 桃園市 v   

39 陳○泰 桃園市 v   

40 劉○斌 桃園市 v   

41 劉○億 南投縣 v   

42 郭○軒 台中市 v   

43 葉○慶 台中市 v   

44 陳○長 台中市 v   

總計 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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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112.01.01-112.12.31職災災害脊髓損傷者 

「個管服務名冊」 

編號 姓名 縣市 男 女 個案服務細項及目前追蹤現況 
是否 

參訓 

1 劉○億 南投縣 v  
1.給予生活關懷並提供地區協會活動。 

2.目前仍處於醫療復健階段，持續追蹤關懷。 否 

2 黃○凱 新北市 v  

1.給予身體狀況關心問候並提供生活重建訓

練資訊。 

2.個案表示已經回職場做線路維修工作了，

囑咐個案工作要小心。 

於 112.04.27已結案處理。 

否 

3 陳○國 新竹縣 v  
1.關心身體狀況並提供租賃居住場域。 

2.個案因家人無法協助到中心生活重建訓

練，故轉介北區個管中心，持續追蹤服務。 

否 

4 江○龍 嘉義市 v  
1.給予身體狀況關心，案妻照顧並且使用長

照服務，提供中心生活重建資訊。 

2.案主暫無意願生活重建，續追蹤關懷。 

否 

5 許○清 雲林縣  v 

1.關心生活及身體狀況，由印傭照顧，提供

生活重建資訊。 

2.因近期剛更換新外傭，需要時間磨合，故

暫不考慮生活重建。 

否 

6 陳○鴻 桃園市 v  

1.關心個案狀況，因身體功能較差僅頭部可

以動，有居服服務，提供生活重建課程資訊。 

2.因案妻要上班無人可陪同至中心受訓及照

顧，故暫不考慮。 

否 

7 鍾○倫 台中市 v  

1.關心生活及身體狀況，個案有想學開車，

提供職災相關輔具補助資訊。 

2.因個案大部份生活都可以自理，故暫不考

慮受訓。 

否 

8 邱○維 桃園市 v  

1.提供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及補助資訊，並

告知中心生活重建簡介。 

2.個案有預計到中心接受生活重建，但尚未

確認時間，需持續追蹤。 

否 

9 陳○鴻 彰化縣 v  

1.關心個案身體狀況，因失能剩下肩膀跟頭

部有動作，髖關節有鈣化 5 年了，有居家護

理服務，同儕提供身體關節運動資訊。 

2.個案因心理尚未準備好與人群接觸，需持

續追蹤關懷。 

否 

10 許○棕 台中市 v  

1.關心個案身體狀況，提供皮膚壓傷預防衛

教資訊。 

2.因個案兩小腿有壓傷，故暫無法至中心接

受生活重建，持續追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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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縣市 男 女 個案服務細項及目前追蹤現況 
是否 

參訓 

11 許○弦 桃園市 v  
1.個案已至中心接受生活重建，並於 9/22結

訓，持續追蹤訓後生活。 是 

12 黃○亮 彰化縣 v  

1.生活關懷及提供地區協會活動資訊及課

程，告知中心有重建訓練服務。 

2.目前有參加協會畫畫班及易經班，故暫不

考慮至中心受訓。 

否 

13 方○坤 宜蘭縣 v  
案女表示案父在雙十連假時，已離開人世

了，給予情緒安撫節哀。 否 

14 王○昭 台中市 v  

1.關心個案身體及心理狀況，提供生活重建

課程。 

2.個案對於生重訓練暫時沒意願，因為還無

法接受現況也不想出門，持續追蹤關懷。 

否 

15 梁○吉 台中市 v  

1.關心身體復健狀況，因經濟狀況不佳提供

萬海生活補助資訊。 

2.個案需在家照顧小孩無法參加中心生活重

建訓練。故 112.05.15結案處理。 

否 

16 張○和 台中市 v  

1.提供同儕家訪關心個案心理狀況及提供中

心生活重建課程。 

2.個案現在每個禮拜 1.3.5都會去沙童門診

復健。 

否 

17 許○憲 彰化縣 v  
1.提供個案生活重建訓練課程及身體關懷。 
2.個案因去桃潛沒有人可以陪同照顧者，故
暫不考慮。 

否 

18 周○昌 台北市 v  

1.個案因腦損傷問題無法口語表達，只能聽

懂簡單指令動作，同儕支持員建議案姐先安

排做口語表達治療。 

否 

19 林○榮 桃園市 v  

1.關心個案身體功能行走平衡狀況，並提供

中心生活重建課程。 

2.個案仍在治療中，待療程結束後再安排時

間來中心，持續追蹤關懷。 

否 

20 陳○昌 新北市 v  

1.關心個案身體狀況，因壓瘡尚未癒合，提

供傷口照護衛教資訊。 

2.因有壓傷傷口需要調養，持續關懷。 

否 

21 陳○琪 嘉義縣  v 

1.個案身障手冊尚未申請，已告知申請程

序，並提供相關補助等資源。 

2.職災傷病給付已領取，提供職安署諮詢方

式可瞭解其它相關補助。 

否 

22 邢○謙 台北市 v  

1.關心個案身體狀況，提供預防壓傷及中心

生活重建課程。 

2.因個案想去慈濟接受幹細胞治療故暫不考

慮受訓，持續追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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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縣市 男 女 個案服務細項及目前追蹤現況 
是否 

參訓 

23 陳○峰 彰化縣 v  

1.關心個案身體功能行走平衡狀況，及有關

職災補助資訊。 

2.個案可生活自理也可短暫行走，故無意願

參加生重訓練，故已結案處理。 

否 

24 陳○廷 高雄市 v  

1.個案目前有壓傷，同儕提供傷口照護衛教

資訊。 

2. 個案有意願至中心接受訓練，但需傷口完

全恢原才可以受訓，持續追蹤。 

否 

25 羅○郎 台中市 v  

1.個案持續安排至醫院門診復健，由案妻照

護，也有居服協同照護。 

2.受傷還未適應身體狀況，後續再安排時間

受訓。 

否 

26 解○偉 苗栗縣 v  
已於 7/4至中心接受生活重建訓練,於 9/15

結訓, 持續追蹤訓後生活。 是 

27 莊○縉 新北市 v  
個案電話無法聯繫，失聯中。 

否 

28 劉○勝 台中市 v  
個案於 112 年 8 月入獄，沒辦法保外就醫，

所以沒辦法了解近況，等明年出獄再追蹤。 否 

29 劉○妤 台中市  v 

1.同儕提供生活重建課程，鼓勵多外出參與

地區協會活動。 

2.個案因住在霧峰山上到醫院復健比較不方

便，所以有買幾項運動器材在家自行復健，

持續關心。 

否 

30 賴○賢 桃園市 v  

1.個案受傷還未滿一年半，給予生活關懷及

鼓勵。 

2.於案家自主復健，因小腸有腫瘤所以醫生

建議不適合激烈復健運動，目前由案妻在家

中照顧。 

否 

31 蔡○芳 台中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復健關心。 

2.案家已做無障礙空間改造，現持續復健中。 否 

32 徐○軒 桃園市 v  

1.個案身體狀況及復健進度關心。 

2.因髖骨鈣化開刀傷口還有流組織液所以需

要再觀察，有考慮參加生活重建，持續關懷。 

否 

33 黃○軒 彰化縣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復健關心。 

2.個案受傷未滿一年，有壓傷傷口，目前正

住院復健及治療中，持續追蹤關懷。 

否 

34 蔡○彥 台中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復健關心，提供職業

訓練資訊。 

2.個案復健狀況良好，生活都可以自理，可

正常走路，只是沒辦法走太久，目前在找工

作中，持續追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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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參訓 

35 麥○勝 高雄市 v  
1.提供長照補助交通計程車資訊。 

2.持續在建佑醫院復健，有居服陪同。 否 

36 張○豪 新北市  v 

 
1.提供居家無障礙改善補助資訊及長照居家

復健。 

2.個案於家中做復健，前陣子因發高燒急

診，腎臟有腫瘤故住院治療。 

否 

37 林○智 高雄市 v  
個案手機號碼已暫停使用了。 

否 

38 劉○琳 台中市 v  

1.提供到宅衛教資訊及物資補助。 

2.因個案現有臀部壓瘡狀況，給予醫療資訊

及照顧技巧。 

 

否 

39 彭○亮 桃園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復健關心。 

2.個案行走時不需要輔具，但無法走很遠大

多還是靠輪椅，有四肢發麻的狀況，每星期

1.3.4於新屋門診復健。 

否 

40 羅○菁 新北市  v 
於 112/10/31至中心接受生活重建訓練 

結訓後續追蹤。 
是 

41 楊○元 台南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關心，瞭解職災補助

申請狀況。 

2.職災傷病給付已領到第一次，車禍相關理

賠尚未得到，主要照顧者案妻，平時請居服

員，持續追蹤。 

否 

42 王○雄 台南市 v 
 

1.提供壓傷衛教資訊及生活關心。 

2.目前有屁股壓瘡一公分大小，雙下肢無動

作會神經痛，故持續追蹤。 

否 

43 潘○仁 高雄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狀況關心，提供民間

相關福利資訊。 

2.受傷未滿一年身障手冊尚未申請下來 

，無法申請相關福利補助，有經濟壓力 

否 

44 姚○隆  高雄市 v 

 
1.提供氣墊座預防褥瘡資訊及輔具評估作業

流程。 

2.個案受傷尚未滿一年，近期要處理右手臂

神經叢的部分，持續追蹤。 

否 

45 游○林 南投縣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狀況關心，瞭解經濟

狀況。 

2.可拿單拐練走路，老闆也每個月支付薪

資，故不考慮到中心生活重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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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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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許○哲 新竹市 v 
 

1.提供氣墊座預防褥瘡資訊及補助流程 

2.個案因在尾椎骨有褥瘡，現在需臥床養傷

口，受傷還未滿一年，持續關懷。 

否 

47 王○中  台南市 v 
 

1.同儕提供生活重建課程及關心身體狀況。 

2.個案是不完全損傷，仍希望說能站起來走

路這樣，故會持續做復健。 

否 

48 林○華  宜蘭縣  v 

1.關心個案心理及身體狀況。 

2.個案受傷一年還無法接受，心情有些低

落，同儕給予同理，持續追蹤。 

否 

49 范○泰  桃園市 v 

 
1.提供購買高活動輪椅及氣墊座購買資訊及

關心身體復健狀況。 

2.個案有報名明年度生活重建課程，持續追

蹤。 

否 

50 朱○仁  桃園市 v 

 
1.提供神經痛如何克服，同儕分享經驗 

2.個案因腰部鋼釘問題所以都在家裡自主復

健，另有神經痛問題造成生活困擾，以吃止

痛藥緩和，持續關心。 

否 

51 陳○勛 新北市 v  

1.提供氣墊座輔具購買資訊及同儕經驗分

享。 

2.個案因有褥瘡還未復原，且體重太重造成

傷口癒合很慢，請個案先減壓不要久坐，持

續追蹤。 

否 

52 周○斐 雲林縣 v  
1.提供福利補助資訊及生活照顧技巧。 

2.個案受傷尚未滿一年，仍需持續復健追蹤。 
否 

53 許○菱 新北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關心，瞭解職災補助

申請狀況。 

2.個案受傷尚未滿一年，台籍照顧費用高，

還未申請職災補助，仍需持續復健 

否 

54 黃○華 台南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狀況關心，提供生活

重建訓練課程。 

2.受傷尚未滿一年，現請台灣看護照顧，希

望能學習生活自理減輕經濟負擔，持續追蹤。 

否 

55 黃○源 彰化縣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申請急難救助金、辦理低

收入補助事宜。 

2.受傷尚未滿半年，仍需持續復健再追蹤。 

否 

56 陳○志 台北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及身體狀況關心。 

2.受傷尚未滿一年，仍需持續復健追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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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 

57 薛○仁 高雄市 v  

1.給予個案生活關心及申請職災補助狀況。 

2.個案受傷已六年，職災補助即將領完，持

續追蹤。 

否 

總      計 57  男 50人、女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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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附件三：通報單位資源手冊 

通報單位資源手冊 

序號 通報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北區醫院 

１ 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復健科-博鐵城醫師 0975-360696 

2 台北臺大醫院 社工室-廖羲鳳 02-23562097 

3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再生中心)    社工室-柳家琴 

02-2871-2121#7318. 

02-28757720#116 

0966-287369 

4 振興醫院  物理治療師 

林曉琦 0918-550945 

江威漢醫師 0921-961312#3801 

劉宇菁老師 
02-28264400#3803 

鄭老師 

5 淡水馬階醫院 社工 02-28094661#2211 

6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公衛室-陳月娥 02-28353456 

7 台北萬芳醫院 復健科 02-2930-7930#1615 

8 新店慈濟醫院   復建科-吳欣治醫師 02-66289779 

9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復健科-林技術長 (02)2249-0088#1636 

10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 復健科 (02)2858-7000#2055 

11 敏盛綜合醫院(經國院區) 
劉懿萱社工員 

復健部 

03-3179599#7228 

03-3179599#8808，8809 

12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復建科-何琨棟醫師 

復建科-李偉強醫師 

復健室 

03-369-9721#4101 

03-3699721#1230 

13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復健室 03-497-1989#5633 

14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 
復健科-黃書群醫師 

物理治療-師陳貞吟 

0968-375500 

0975365787 

15 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分院)   
張淑君(護理長) 

王思恆 住院醫師 

03-3196222#2402.2406 

0975360376 

16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職能治療室 02-82006600# 



67 

序號 通報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7 臺北榮民醫院桃園分院 

運動教室 1-陳俊賢 

         -武先生 

個管師-詹社工 

03-3384889轉 3143 

03-286-8001#1719   

0976-731-739 

03-338-4889分機 5023 

18 聖保祿醫院 復健室 03-3613141轉 2183 

19 國軍桃園總醫院 物理治療師-李斐琳 03-479-9595分機 325142 

20 中壢天晟醫院 復健科主任-邱誌冠 03-4629292#22210.22211 

21 怡仁醫院 復健室 03-485-5566#8205-8206 

22 懷寧醫院 治療師-王耀慶 
03-4919119#1305 

0920083531 

23 中壢長榮醫院 復健室 03-4631230分機 5121.5122 

24 新國民綜合醫院 復健室 03-4225180轉 603 

25 聯新醫院 職能治療師-江昇樺 03-4941234轉 8286 

26 
國泰綜合醫院新竹分院出院準備

服務 

出院準備組 

職能治療師- 

陳老師、方奕云 

03-5278999*7911 

03-5278999轉 2783、2786 

27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社會服務組 
蔡明珊 

物理治療師-吳昭瑩 

03-6119595#2104 

03-6119595轉 6042 

2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臺大分院(竹北院區) 

復健部-蔡逸蓁 

物理-楊榮真組長 

03-667-7600轉 532083. 

532084職能.532.081 

03-5326151轉 523503 

2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臺大分院(竹東院區) 
職能治療師-范組長 03-5943248轉 541144 

30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師-謝雨芯老

師、呂老師、謝名雅 
03-5580558轉 1128 

31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物理治療師-林淑惠 03-5962134轉 501 

32 為恭紀念醫院 

物理治療師-王婷幼、 

劉素延 

職能治療師-林家正 

037-676811轉 88637 

33 署立苗栗醫院 

職能治療師-黃文治 

物理治療師-李曉惠 

物理治療師-楊永聖 

社工室-羅社工 

037-261920#2173 

037-261920轉 2180 

037-261920轉 2179 

037-261920轉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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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千綜合醫院 

職能治療組長-劉維漢 

復健科總技師-賴佩宜 

物理治療師-林詩容 

物理治療師-蔡佩真 

物理治療師-張佐任 

037-357125轉 75300 

中區醫院 

35 衛服部豐原醫院社服室 鄧社工 04-25271180#1100 

36 中山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李嘉琪護理長 

神經內科-張社工 

神經內科-詹社工 

04-247395995#21400 

04-24739595#38362 

04-24739595#38363 

37 烏日林新醫院 
林社工 

復健組長-陳佳菁 

04-23388766#1138 

04-23388766#1756 

38 林新醫院(南屯) 賴社工 04-22586688#813#814 

39 沙鹿童綜合醫院 
骨科-盧社工 

物理治療師-黃老師 

04-26581919#4846 

0935808056 

40 梧棲童綜合醫院 社工師-劉晨慧 04-26631129 

41 台中慈濟醫院 
吳宛育社工 

復健室 

04-36060666#1147 

04-36060666#4153 

42 臺中榮民總醫院 裘慧如社工 04-23592525#2934 

43 敬德澄清復健醫院 梁治療長 
04-22393855、

04-24622366#81120 

44 新太平澄清復健醫院 職能治療師-徐老師 04-22789900、0963827826 

45 衛服部彰化醫院 職能治療師-陳老師 04-8298686 

46 秀傳紀念醫院 職能治療師-陳老師 04-7256166#83302 

47 彰化基督教醫院 職能治療師-張老師 04-7238595#7424 

48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職能治療師-林老師 04-7813888#70285 

49 二林基督教醫院 職能治療師-蔡老師 04-8952031#8121 

50 鹿港基督教醫院 職能治療師-宋明唐 04-7779595 

51 員林基督教醫院 職能治療師-李國維 04-8381456 

52 漢銘基督教醫院 職能治療師-張老師 04-8381456#2490 

53 長春醫院 護理師-王護理師 04-837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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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通報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54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師-葉香君 

主任-張主任 

復健師-陳物理治療師 

復健師-周物理治療師 

07-7317123#2971 

0975368998 

07-7317123轉 2974 

07-7317123轉 6289 

55 高雄長庚鳳山分院 復健師-簡老師、陳老師 07-7418151轉 3395 

56 高雄民生醫院 復健師-張老師 07-7511131轉 6305 

57 高雄醫學院 職能復健師-呂采穗 07-3121101轉 5993 

58 高雄國軍總院 復健師-許耀宗治療師 07-7495147 

59 高雄榮總 社工-黃乃琪 07-3468390 

60 喜恩居家護理所 主任-謝宛玲 07-5211261、0928428539  

61 義大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小姐 出院服務組-鄭雅萍 0975106373 

62 屏東民眾醫院 復健師-陳筱強 08-7325455 0973898286 

63 屏東基督教醫院 復健師-莊丰源 08-7533636轉 115 

地區脊髓損傷者協會及民間團體 

64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主任 02-23328120 

65 台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 副執行長 02-25230110  

66 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社工員 02-24620598 

67 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社工員 02-23821086 

68 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2-2210530 

69 桃園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3-4025022 

70 新竹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3-5324066 

71 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事長 037-482838 

72 臺中市山海屯脊髓損傷協會 秘書 04-25316256 

73 台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4-24731074 

74 南投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49-2982176 

75 彰化縣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社工員 04-8290566~9 

76 雲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5-5266837 

77 嘉義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5-259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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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通報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78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秘書 05-2161873 

79 台南市南瀛脊髓損傷關懷協會 秘書 06-2427766 

80 台南市脊髓損傷協會 總幹事 06-2295607 

81 高雄三山脊損重建協會 總幹事 07-7191039 

82 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7-3342250 

83 屏東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8-7380657 

84 宜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社工員 039-589591 

85 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 總幹事 03-8230157 

86 台東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 089-356801 

訪視員 

87 北區訪視員 呂智文 

88 桃竹苗訪視員 鄭宇辰、范源宗 

89 中區訪視員 陳佳男 

90 南區訪視員 劉建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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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附件四：評估量表 

脊髓損傷者日常生活能力評估量表 

期別：       班別 □胸腰髓   ■頸髓      姓名：  

項    目 

日期 
   

參考  

分數 內    容    說    明 
評別 

初
評 

預
估 

後
評 

1.進食(10)    
各得 
2分 

□自行清洗餐具。  □自行進食。□自行盛飯。 □自行穿脫輔具。 
□自行取食。 

2.個人 
衛生 
(8) 

洗臉    
2□ 
1□ 
0□ 

能獨立完成，不需別人在旁協助。(各得 2分) 
動作較慢或部份需別人在旁協助。(各得 1分) 
完全需別人協助。(各得 0分)           

刷牙    

梳頭    

剪指甲    

3.洗澡(10)    
各得 
2分 

□前□中□後 能自行移位馬桶或洗澡椅 
□前□中□後 能自行洗腳底   □前□中□後 能自行洗頭 
□前□中□後 能自行洗背    □前□中□後 能自行洗身體 

4.穿脫(8)    
各得 
2分 

□前□中□後 能自行穿脫衣服 
□前□中□後 能自行穿脫鞋子 
□前□中□後 能自行穿脫襪子  (參考值：能在 1小時完成者， 
□前□中□後 能自行穿脫褲子  褲子２０分鐘，其餘為１０分鐘) 

5.排便處理 
(10) 

   
 □前□中□後 能自行處理排泄物。(各得 3分) 
□前□中□後 能自行挖便、灌腸或使用塞劑。(各得 4分) 
□前□中□後 能自行清潔並擦拭屁股。(各得 3分) 

6.泌尿處理 
(10) 

   

10□ 

5□ 

0□ 

能自行解尿(含導尿），並能自行使用、更換、清潔尿套、尿袋、尿布等。 

能自行解尿(含導尿），但使用、更換，清潔尿套、尿袋、尿布等需別人協助。 

完全需別人協助處理。 

7.行走或推輪 
(10) 

   

10□ 
 
5□ 
3□ 

0□ 

電動 
 

10分可連續行走（含使用輔具）100公尺以上或推輪椅攻頂來回時間
胸：60分內；頸：  分內，操控熟悉情形，可上下 5公分門檻、階梯。 
5分可連續行走（含使用輔具）50公尺以上或推輪椅去第一轉角來回
時間胸：20分內；頸： 分內，操控熟悉情形，可過 3公分門檻。 
3分會自己在平地推輪椅 50公尺，但不會推上坡。完全由他人操控。 
□前□中□後  只能操控電動輪椅測過障礙物操控熟悉度：上下斜坡
2分下檻 10公分高 2分、過門檻 2分、過草皮前後(S形)4分。 

8.輪椅 
轉位 
(15) 

床    3□ 
2□ 
1□ 
0□ 

不需使用輔具可獨立完成轉位動作。(各得 3分) 
使用輔具可完成轉位動作。(各得 2分)  
使用輔具並需要他人協助或安全監督動作較慢。(各得 1分) 
完全不會自己轉位。(各得 0分) 
 

馬桶    

椅子    

汽車    

地面    

9.床上 
動作 
(10) 

翻身    2□ 
1□ 
0□ 

能獨立完成(含使用輔具)，不需別人在旁協助。(各得 2分) 
動作較慢或部份需別人在旁協助。(各得 1分) 
完全需別人協助。(各得 0分)  
(參考值：床上移位可撐起屁股移動為基準) 

坐起    

躺下    

移位    

掀蓋被    

10.開關 
(5) 

門    1□ 
0□ 

能獨立完成(含使用輔具)，不需別人在旁協助。(各得 1分) 
需要他人部份或完全協助。(各得 0分) 遙控器    

蓋子    
鑰匙    

包裝袋    

11.地上拾物 (4)    
4□ 
2□ 

 0□ 

可自行獨立完成。 
動作較慢 
需別人協助。 

總分    

評  

語 

前評 
日常生活自理大部分都需要照顧協助幫忙，需加強電動輪椅技巧，
屬於完全依賴。 

評定人員簽名    
後評  

主管簽核    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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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髓 評分級距 0←完全依賴→20←重度依賴→40←中度依賴→60←輕度依賴→80←功能獨立→100 

頸 髓  評分級距 0←完全依賴→10←重度依賴→30←中度依賴→50←輕度依賴→60←部份依賴→80←功能獨立→100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社會適應評估量表 
期別：   期     班別：□ 胸腰髓      □ 頸髓        姓名： 

項    目 
日期    

參考 分
數 

內    容    說    明 
評別 

初 
評 

預 
估 

後 
評 

1.使用手機
狀況(10) 

主動性(5)    
5□ 
0□ 

主動與他人聯繫。 
被動與他人聯繫。 

操作能力(5)    
5□3□ 
0□ 

5會獨立使用或指導他人使用。3需別人幫忙撥打或使用情況不佳 
0不知道或完全不會使用。 

2.使用資源
能力 
(10) 

主動性(5)    
5□3□ 
2□0□ 

5主動且有意願。   3被動告知才有意願(要有人告知才會去做）。 
2被動但請別人做。 0被動且無意願。 

社會資源運用(5)    
5□ 
3□ 
0□ 

瞭解並能獨立且運用的能力。 
部分瞭解或需要他人協助。 
完全不瞭解，任由他人處理。 

3.上街購
物、用餐

(15) 

主動性(5)    
5□ 
3□ 
0□ 

主動且有意願。 
被動但有意願(需他人邀請或強迫才願意外出)。 
被動且無意願（他人強迫亦不願意外出）。 

外出用餐(5)    
5□ 
3□ 
0□ 

能獨立外出及選擇餐食。 
每一次外出用餐都需有人陪伴。 
完全不會(無法)外出用餐。 

獨立購物能力(5)    
5□3□ 

0□ 
5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3每一次上街購物都需有人陪。 
0完全不會(無法)上街購物。 

4.外出行動
能力 
(30) 

使用交通工具之
主動性(5) 

   
5□3□ 
0□ 

5主動且有意願。3被動但有意願(需他人邀請或強迫才願意外出)。 
0被動且無意願（他人強迫亦不願意外出）。 

駕駛汽機車、電輪
椅、電動車頭(10) 

   

10□ 
5□ 
3□ 
0□ 

能自己完成，不需他人協助，來去自如。 
可以獨立駕駛，但上下車動作較慢。 
可以獨立駕駛，但上下車需他人協助完成。 
完全不會自己做，行動皆需他人協助。 

搭乘汽車、大眾運
輸工具(5)    

5□ 
3□ 
0□ 

5能自己完成，不需他人協助，來去自如。（不含大眾交通工具之站務人員

必要協助）3部份需他人協助。 
0完全不會自己做，行動皆需他人協助 

外出時是否能主
動尋找目的地 

   
5□3□ 
0□ 

5能自己完成，不需他人協助，來去自如。3部份需他人協助。 
0完全不會自己做。 

因應環境障礙的
應變能力(5) 

   
5□3□ 
0□ 

5可獨立應變。3應變能力較差。0完全沒有應變能力。 

5.門診看病(5)    
5□3□ 
0□ 

1能自己辦理掛號、看病及住院等手續。2部份需要旁人協助。 
3完全不會自己掛號門診看病。 

6.活動參與
(15) 

家族活動或聚會
主動性(5) 

   
5□3□ 
0□ 

5會主動參與或辦理家庭活動或聚會。3被動參與家庭、活動或聚會 
0不願意參與家庭、活動或聚會。 

外出參加聚會或
活動(5) 

   
5□3□ 
0□ 

5會主動參與或安排外出聚會或活動。3被動參與外出聚會或活動。 
0不願意參與外出聚會或活動。 

團體生活(5)    
5□3□ 
0□ 

5可配合團體生活且遵守團體規範。3願意配合團體，但需要他人提醒。 
0較無法配合團體生活，以個人狀況為優先。 

7.人際關係
溝通 
(15) 

個人儀容整齊之
維護(5) 

   
5□3□ 
0□ 

5穿戴整齊乾淨，會注意自己儀容整齊，且能做好維護。 
3穿戴整齊乾淨，但不會注意及維護。 
0穿戴不整齊且不乾淨，也無法注意及維護。 

與家人(5)    
5□3□ 
0□ 

5能主動完成溝通。3被動溝通，需由他人主動協助。 
0被動溝通且拒絕他人在旁協助。 

與陌生人(5)    

5□ 
3□ 
0□ 

能主動完成溝通。 
害羞與害怕與陌生人互動，等待陌生人開口。 
被動溝通且拒絕他人在旁協助。。 

總分(100)    

評 
語 

初評  

評定人員簽名    後評  

主管簽核    總評  

●胸腰髓班：0←完全不適應→20←適應力差→50←尚可適應→80←完全適應→100 
●頸 髓 班：0←完全不適應→20←適應力差→40←尚可適應→70←完全適應→100 

1060505 



73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心理評估量表(一)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請問您過去兩星期以下症狀有多頻繁，紅色數字為前測分數， 

   數字反黑為後測分數。 

題       目 
沒
有 

幾
天 

超
過
一
星
期 

幾
乎
每
天 

1.做事不感興趣或高興 0 1 2 3 

2.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 0 1 2 3 

3.難以入眠、睡眠時間過長或過短 0 1 2 3 

4.感覺疲憊或沒有活力 0 1 2 3 

5.食慾不振或暴飲暴食 0 1 2 3 

6.對自己感覺不好，覺得自己失敗或讓家人沮喪 0 1 2 3 

7.閱讀或看電視難以集中精神 0 1 2 3 

8.移動或講話緩慢、浮躁或不安 0 1 2 3 

9.認為死亡會更好或想以某種方式傷害自己 0 1 2 3 

前評統計分數 分 

後評統計分數 分 

前評內容：  

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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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心理評估量表(二) 

※請您仔細閱讀每一個句子，紅色數字為前測分數，數字反黑為後測分數。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可以為別人做許多有價值的事。 4 3 2 1 0 

2.我的人生似乎是無意義的。 0 1 2 3 4 

3.我的日常生活沒有目標。 0 1 2 3 4 

4.我已經喪失生活中的角色。 0 1 2 3 4 

5.我不再覺得能控制情緒。 0 1 2 3 4 

6.我的心靈平安。 4 3 2 1 0 

7.沒有人幫得了我。 0 1 2 3 4 

8.我覺得我幫不了我自己。 0 1 2 3 4 

9.我感覺很無望。 0 1 2 3 4 

10.我有罪惡感。 0 1 2 3 4 

11.我覺得紛煩躁。 0 1 2 3 4 

12我能妥善處理我的生活。 4 3 2 1 0 

13.我的人生有許多遺憾。 0 1 2 3 4 

14.生命不再值得繼續活下去。 0 1 2 3 4 

15.我容易覺得受到傷害。 0 1 2 3 4 

16.我對許多事情感到生氣。 0 1 2 3 4 

17.我對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 4 3 2 1 0 

18.我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感到痛苦。 0 1 2 3 4 

19.我是有價值的人。 4 3 2 1 0 

20.我寧願不要活著。 0 1 2 3 4 

21.我覺得既難過又悲慘。 0 1 2 3 4 

22.我對生活感到洩氣。 0 1 2 3 4 

23.我感到相當孤立或孤獨。 0 1 2 3 4 

24.我被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困住了。 0 1 2 3 4 

前評分數統計 分 

後評分數統計 分 

前評內容：  

綜合評估： 

個管員：                     課長：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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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附件五：訓練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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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重建訓練個案服務資料(附件六) 

附件六─個案「黃○榮」 資料(1) 附件六─個案「許○惠」 資料(8) 

附件六─個案「廖○葆」 資料(2) 附件六─個案「解○偉」 資料(9) 

附件六─個案「鄭○葺」 資料(3) 附件六─個案「石○坤」 資料(10) 

附件六─個案「鍾○明」 資料(4) 附件六─個案「許○弦」 資料(11) 

附件六─個案「郭○忠」 資料(5) 附件六─個案「卓○睿」 資料(12) 

附件六─個案「徐○福」 資料(6) 附件六─個案「羅○菁」 資料(13) 

附件六─個案「林○翰」 資料(7) 
 

※檢附以下表單： 

(1)個案基本資料 

(2)個案社會經歷 

(3)個別化服務計畫會議記錄 

(4)個別化服務計畫 

(5)個別化訓練紀錄 

(6)個別化訓練情形 

(7)個案輔導紀錄 

(8)個案會談暨輔導紀錄 

(9)日常生活能力評估表 

(10)社會適應能力評估表 

(11)心理評估量表(一)(二) 

(12)生活重建成效總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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