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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中獸醫師所扮演的角色 

Ryohei Nishimura DVM PhD 

Soft Tissue Surgery 

Veterinary Medical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日本總人口和高齡化的推移 

各國的高齡化率（65歲以上的比率） 

日本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瑞典 

荷蘭 

現在家庭中動物扮演的角色 

 家族重要的成員 

 －小家庭化、高齡化家族（夫婦） 

 －有時對寵物過度的依賴 

 從「以小孩作為連結」到「以寵物作為連結」 

 ー夫妻間、家族間最多的話題是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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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生活的高齡者和寵物 

 和寵物說話時，會用各種形式來回應          （對
話成立） 

 每天一定要去照顧：每天有工作可以去做，會有
生存的價值 

 和狗一起散步：和同樣養狗的同好的對話增加，
可了解資訊並參與地方的交流 

 散步對於飼養者的健康也有幫助 

只是・・・ 

 高齡的飼主在動物死亡後，面對他人勸說     要

繼續飼養下一個寵物時，大多回答「不      要再

養動物了，我沒有自信可以盡好照顧的責任」 

 高齡的飼主在動物死亡後，急速老化，精神也變

差 

 家族的成員會說「當這個動物死亡後，很擔心讓

人疼愛的老人的健康狀況，是不是會突然就倒

下去」 

在日本犬、貓的飼養頭數 

估計2025年時約只剩540萬頭 

出診（在家醫療、在家獸醫療） 

 在以前不論是人醫或是獸醫都比現在更常出診 

 出診同時，可以了解飼主的身體狀況或是動物的
飼養狀況。 

 可以在這個時候對動物提供必要照顧或建議 
 

 現在獸醫大多不出診 

 出診時，能做的診療項目有限 

 每日的診療工作已經很忙了，沒有時間出診 

 可以請看護士擔任這樣的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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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ENA 
VEterinarians  for SEniors aNd Animals   

特定非營利法人  對於高齡者的寵物飼養支援的獸醫師網絡 

http://www.vesena.org 

平成２１年１２月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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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訪問關懷支援 

（動物看護士） 

VESENA活動・網絡的示意圖 

AH : 正會員獸醫師的動物醫院 
VESENA 

支援者 

VESENA 

支援者 

VESENA 

支援者 

VESENA 

支援者 

散步支援等 

找尋新的飼主 

為什麼獸醫師的網絡重要？ 

 對於高齡者的狀況，平常對其飼養動物進行診療

的獸醫師知道的很多。 

 因為獸醫師大多雇用許多的看護士，他們對於動

物相關的照顧上可以對應的很好。（而且非常理解

對於照顧的心情） 

 有需要的時候，通常可能的下一個飼主就在附近（

或是因為有這個動物的資訊，很容易找到新的飼

主） 

活動狀況 

 動物看護士到飼主的家中訪問，對於照養提供

諮商並進行簡單的健康檢查 

 

 如果需要獸醫師做進一步診察時，由看護士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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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關懷支援 

的情形（剪指甲） 

散步支援：可能的話也
可和高齡者一起進行 

動物看護士進行訪問支援（剪指甲） 
 

飼料的配送 義工對於散步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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ペットの飼い主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 

調査（265名） ：2012年 

     飼い主の内訳：男性30 %、女性64 %、 

           無記名6 % 
 

       年齢           家族構成 
 

50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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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才～ 

16% 

65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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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5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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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アンケート結果（年齢構成） 
一人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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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者

と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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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家族

も同居 

52% 

それ以外 

3% 
無記入 

1% 

アンケート結果（家族構成） 

問卷調查結果 

61% 

25% 

13% 

1% 0% 

問卷結果（誰是主要照顧寵物的人） 

あなた 

配偶者 

その他の家族 

それ以外 

無記入 

93% 

4% 
2% 1% 

和寵物多常對話 

毎日何度も 

散歩や食餌の時だけ 

あまり話しかけない 

その他 

你 

配偶 

其他家人 

其他 

無記入 

每日數次 

只有散步和餵食時 

不太說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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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果（感到快樂和高興的狀況） 

飼養寵物時，什麼狀況下會感到快樂和高興 
會討論寵物話題的對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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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論寵物話題對象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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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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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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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 

希望 

12% 

必要時希

望53% 

不希望
13% 

其他8％ 

無回答 

14% 

希望接受寵物照養的支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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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接受何種協助？ 人 

寵物訓練 

醫院就診 

洗澡 

散步 

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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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接受協助的人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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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者と二人 その他家族と同居 一人暮らし それ以外 

不希望接受協助的家人組成 

問卷的總結 

 （高齡者）飼養寵物可增加生活的重心及生存的意
義、並增加和周圍人事物的交流，具有相當大的意
義。 

 寵物的照顧工作主要是夫婦分擔 

 寵物的話題在家人間相當受歡迎 

 飼養寵物的人，有些對於到動物醫院就診、幫寵物
洗澡、訓練感到辛苦。 

 大約有半數的飼主希望在必要時能夠獲得飼育支
援組織的協助。 

日後VESENA 的工作 

 現在有許多飼主來詢問相關事宜，但各地區的

獸醫師網絡尚未連結。 

 藉由各地獸醫師公會組織的支援，可以讓這個

網絡更廣大。 

 和看護照護業者間的合作模式還在摸索 

 只要讓年長者可以安心的飼養寵物，就可以健

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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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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