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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禁毒政策及毒品形勢

(一) 澳門禁毒政策

澳門特區政府積極貫徹實行控制供應、減低需求和減低傷害的三大禁毒政

策，以保障整體社會的安全和健康。禁毒委員會自2008年中成立後，繼續促進禁

毒相關公共及私人單位之聯繫和緊密合作，使協調工作制度化，藉動員整個社會的

共同參與，全面提升禁毒工作的成效。 

澳門打擊毒品罪行以及藥物依賴防治的工作，主要由澳門特區政府保安司及

社會文化司轄下的有關部門全力執行。透過多個禁毒相關機關各自分工、互相協作

下，並集結民間力量，全方位地施行各項禁毒的措施。與此同時，有關方面緊貼

世界毒品形勢和澳門實際情況，持續強化處理毒品犯罪的立法和執法力度，另一方

面，亦高度重視推動和發展對外禁毒事務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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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門毒品形勢

綜觀澳門2009年的毒品形勢，從有關毒品立案及起訴的案件來看較2008年

有所上升，但在緝獲海洛因及氯胺酮的數量則有輕微下降。在打擊跨境販毒方

面，2009年破獲多宗以人體和行李藏毒方式偷運毒品來澳的案件，反映澳門已被

國際販毒集團利用作為販運毒品的中轉站。此外，自願戒毒的求助總個案為434

人，較2008年有所增加，而吸毒感染愛滋病毒HIV個案有3宗，與2008年同樣維持

較低感染率。在2009年正式推行的“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填報吸毒

人數為626。

以下將綜合報告和分析各禁毒相關單位近五年所錄得有關毒品問題及濫藥的

數據資料。

根據澳門特區檢察院有關毒品案件統計，自2005至2009年總共立案999宗，

起訴為945宗。而於2009年，立案偵查的毒品犯罪案件有274宗，較2008年的263

宗增加了4.2%，檢控罪名共計258項，較往年的207項，增加了約24.6 %。

從澳門海關統計在各口岸檢獲的毒品數據資料顯示，2008年度檢獲的精神

藥物共有287粒，而2009年檢獲的精神科藥物共有82粒，較去年大幅減少。檢獲

的氯胺酮(K仔)亦向下調一半，為332.76克。而大麻草亦有輕微下降，約有32.98

克，但大麻膏檢獲15.58克，去年沒有檢獲。今年檢獲的海洛因約有0.94克較去年

少很多。可待因去年檢獲2,133克，而2009年則沒有檢獲。2009年亦沒有檢獲去

氧麻黃鹼（冰毒）、美沙酮、MDMA（搖頭丸）、可卡因及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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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局近年查獲的毒品種類仍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俗稱冰)、氯胺酮

(俗稱K仔)、大麻、可卡因、硝基去氯安定（俗稱五仔）、氟咪唑安定（俗稱藍精

靈）及麻黃鹼為主。2009年檢獲海洛因17,957克，較2008年的19,968克有所下

降。至於拘捕與毒品有關的疑犯共302人，當中涉嫌販毒有130人，與2008年的

131人相約，涉嫌吸毒的有170人，較2008年的218人下降了22%。(緝毒情況及數

據分析詳見司法警察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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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澳的藥物依賴人口統計方面，社工局於2009年正式推行電子化“澳門藥

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以能更全面掌握澳門的濫藥者狀況及濫藥趨勢。2009

年參與填報的機構/單位共15個，包括7個相關的政府單位，8個民間團體。在

2009年整年裡，來自各單位填報個案次數為957，排除當中重疊部份，確定的填

報吸毒人數為626。(有關登記系統的詳細內容可參閱本報告書之研究調查部份)

在2009年，社工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門診部一共跟進434名戒毒者，相較

2008年情況有所上升，當中新個案有89名，與2008年相約。

關於澳門吸毒者感染愛滋病毒/愛滋病(HIV/AIDS)的情況，隨著近年加強提供

美沙酮維持治療服務計劃及設立民間戒毒外展服務中心，致力推動防治愛滋病以及

針筒交換等計劃，使得HIV/AIDS在吸毒人群當中的感染及傳播情況受到有效防控，

近兩年都錄得較低的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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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委員會

委員會於2009年積極投入開展多項工作，年內召開了兩次全體大會，並於七

月設立了“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另外，為加強委員對本澳禁毒相關服

務設施的認識，以及了解國家和香港的禁毒政策和毒品問題，委員會安排了多個考

察訪問活動以及參與研討會議，為委員會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寶貴的經驗，同時與

同類型機構建立起友好交流合作關係。

以下是禁毒委員會2009年度各項活動簡報：

(一) 新禁毒法講解會

為了使委員對修訂及審議當中的

《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

品及精神藥物》法案有更深入了解，

以 便 提 出 意 見 ， 禁 毒 委 員 會 於 2 0 0 9

年2月13日假教育暨青年局仲尼堂舉

行一場法例解釋會，由法務局梁葆瑩

代副局長及法律草擬廳許麗芳代廳長

主講。而該第17/2009號新禁毒法案於

2009年7月30日獲立法會通過，及於9

月10日正式生效。

(二) 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

5月6日由社工局葉炳權局長主

持、假奧林匹克綜合體多層停車場

六樓多功能會議廳舉行。

議 程 包 括 ： 1 ） 報 告 禁 毒 委 員

會工作情況；2）介紹澳門海關的緝

毒工作；3）介紹社工局“澳門藥物

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4）討論設

立“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工作

小組”方案；5）介紹“2009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及6）其他事項。會上

委員提出寶貴的意見，尤其非常關注青少年北上濫藥的情況，同時亦關注青少年涉

及販毒和吸毒罪行的人數有上升趨勢，會上各委員一致贊同有必要設立“關注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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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除了可以協助加強處理和解決本澳青少年毒品問題，亦能

促進相關的禁毒預防教育工作和完善戒毒治療康復等服務。

(三) 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

10月15日由社工局葉炳權局長主

持、於區華利街新寶大廈二樓社工局會

議廳舉行。

議程包括：1）報告禁毒委員會工

作情況；2）社工局報告“澳門藥物濫

用者中央登記系統”2009上半年度統

計結果；3）“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

作小組”召集人報告工作進展；4）法

務局講解新“禁毒法”及5）其他事項。

各委員就濫藥者中央登記系統上半年簡報的分析資料提出意見和討論，亦認

同新系統可以更準確掌握本澳吸毒人數和趨勢，除有助於監控濫藥趨勢外，亦有利

於制定禁毒相關政策和服務。同時委員會成員期望日後能逐步擴大呈報機構的範圍

及系統數據的應用，除加強在學校及青少年場所的預防濫藥宣傳教育外，亦應加強

家長方面的宣傳，以發掘更多隱性個案。另外“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已

於7月10日成立，會上召集人潘志明亦介紹小組的運作及進展。

(四)“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的工作情況

於2009年6月22日由葉炳權局長

召開了一次協調會議，以跟進設立“關

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的工作安

排，會上順利推選出小組召集人，以及初

步商訂小組未來運作形式和工作方向等。

隨後於2009年7月10日，行政長官

根據第179/2008號批示第九款的規定

同意設立“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

組”（下稱小組，成員名單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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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隨後分別於9月10日及12月9日召開了兩次工作會議。

兩次會議主要是通報青少年吸毒情況，各成員就“校園驗毒計劃”交換意

見，討論及確定青少年濫藥情況數據收集的具體內容。

(五) 參觀考察活動

1. 本地區考察活動

3 月 1 7 日

參 觀 澳 門 戒 毒

康 復 協 會 的 外

展中心。

4 月 9 日 參

觀 司 法 警 察 局

位 於 路氹分 局

大 樓 的 刑 事 技

術廳。

1 月 1 6 日

參 觀 澳 門 戒 毒

康 復 協 會 康 復

中 心 及 澳 門 青

年 挑 戰 戒 毒 服

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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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參觀“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青少年拓展部（Smart Youth部落）”。

2. 外訪活動

5月21日拜訪香港保安局禁毒處及禁毒常務委員會，相互交流兩地禁毒政策及

工作經驗，並就青少年濫藥及城市趨向國際化令跨境販毒情況日增等問題交換意

見，同時參觀了禁毒處轄下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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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至9日期間前往北京拜訪國家禁毒委員會、公安部禁毒局及中國藥物濫用

防治協會，同時到了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市公安局強制治療管理處石佛營美

沙酮維持治療門診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強制隔離戒毒所進行實地考察。此行獲益

良多，大大加強委員們對國家最新禁毒政策和工作情況的認識和了解。

10月19日至24日期間，委員會部份成員出席於廣西桂林市召開的《2009年

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學習和了解國家在禁毒防治的實務工作及研究成效。 

關於禁毒委員會詳細及最新資料可瀏覽澳門禁毒網http://www.antidrug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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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毒品罪案調查處

司法警察局是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屬下專責預防和調查

犯罪，以及協助司法當局的刑事警察機關。

根據第5/2006號法律賦予司法警察局對犯罪行為人不明

且可處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的犯罪開展調查的專屬職權，當

中包括調查屬販賣麻醉品及精神科物質的犯罪的權限。

面對毒品犯罪出現新的特徵，包括：犯罪手法更趨隱蔽；

毒犯借助高科技設備販運毒品；販毒人員國際化和老齡化，組

織更為嚴密；青少年吸毒活動北移等。為有效遏止毒品犯罪，維護市民健康，確保

社會安定，司法警察局作出了具針對性的警務部署，著力預防和調查各種形式的販

毒、吸毒犯罪活動，並繼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緝毒機關保持緊密合作，在打擊涉

毒違法犯罪的工作上取得了實質的成效。

毒品罪案調查處是司法警察局內專門負責調查毒品犯罪的部門。

在2009年，毒品罪案調查處接收涉毒犯罪共767宗，其中包括專案調查及檢

舉214宗（圖表一）、精簡調查135宗（圖表二）、要求調查418宗（圖表三），

案卷數量與2008年相比稍見增加，相對於2007年則有明顯的升幅。連同從2008年

轉移的76宗個案，2009年毒品罪案調查處處理毒品犯罪案卷共843宗。全年共完

成了751宗案卷的偵查工作，結案率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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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情況

毒品罪案調查處全年共拘捕了疑犯302人。按所觸犯的罪行來劃分，因販毒而

被拘捕的有130人，因吸毒而被拘捕的有170人，因其他罪行而被拘捕的有2人（圖表

四）；上述302名嫌疑人當中，年齡為21歲以上的有209人，介乎16至21歲的有

88人，另外因不足16歲而被送交有權限司法機關的有5人，根據資料顯示，21歲

以下的青少年嫌疑人數量較2008年明顯下降（圖表五）；若以性別來劃分，男性

疑犯有211名，女性則為91名，女性疑犯較2008年有所減少（圖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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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被拘捕疑犯的來源方面，以本澳居民居多，佔總人數55%，另外來自中

國內地的佔27.8%，4.6%來自香港，其餘來自部分亞洲或非洲的國家和地區（圖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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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罪案調查處在偵破毒品犯罪的過程中檢獲大量毒品，包括海洛因17,957

克（圖表八）、甲基苯丙胺（冰）368克（圖表九）、氯胺酮（K仔）1,539克（圖

表十）、大麻124克（圖表十一）、可卡因52克（圖表十二）。另外還檢獲粒狀

毒品2,344粒，當中數量較多的為甲基苯丙胺943粒；硝基去氯安定（五仔）798

粒；氯胺酮218粒以及氟咪唑安定（藍精靈）149粒。此外，隨著特區政府頒布實

施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毒品罪

案調查處首次檢獲載於該法律的麻黃鹼共38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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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毒品犯罪的形勢分析

2009年，為了重點打擊跨境販毒的情況，司法警察局毒品罪案調查處組成了

駐澳門國際機場的調查小隊，致力於追查國際販毒集團及研究潛在毒品帶家的特

徵，並透過與其他緝毒機構進行緊密的情報交流和合作，成功在澳門國際機場破獲

了多宗以人體或行李藏毒方式偷運毒品來澳的案件，反映澳門已被國際販毒集團利

用作為販運毒品的中轉站。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販毒集團主要來自西非，犯罪活動遍及各大洲的多個國

家，涉及多種毒品。它們的架構雖小，但組織完善，擅長運用尖端的電訊設備，以

及使用偽造證件、信用卡和銀行帳戶來犯案，犯案手法隱蔽性強（如本局於2009

年11月破獲本澳首宗以書本藏毒的案件，起出1,116克高純度海洛因），以及專門

挑選一些能操當地警方不熟悉的語言或地方方言的人士負責運毒等，均增加了本局

調查毒品犯罪的難度和危險程度。

據調查所得，販毒集團多利用毒品帶家進行運毒。從2008年至2009年首季，

毒品罪案調查處所破獲的跨境販毒案件中，毒品帶家主要是菲律賓籍女性或非洲裔

的男性，但本局發現，自2009年第二季開始，販毒集團改變了運毒策略，轉而聘

請與航班出發地相同國籍的高齡人士充當毒品帶家，企圖利用他們來逃避警方的視

線。2009年6月，本局人員拘捕了一名從越南胡志明市抵達本澳的74歲越南籍老

婦，並在其行李箱中搜獲4.2公斤海洛因。

由於本澳博彩旅遊業的迅速發展，外來人口的不斷增加，毒品罪案調查處調

查涉及澳門境內的毒品案件時發現，部分外來人口會乘來澳旅遊或工作之便，攜帶

毒品來澳吸食，甚至進行販毒活動。另一方面，內地娛樂場所林立，消費較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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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故本澳部分年輕人喜歡在工餘或課餘時間，聯群結隊北上消遣甚至吸毒，尋求

所謂“的士高”的毒品，如搖頭丸、甲基苯丙胺（冰）和氯胺酮（K仔）等這些合

成毒品。

為了全力打擊毒品犯罪活動，毒品罪案調查處積極進行預防性的巡邏工作，

對毒品案件進行深入的調查，還參與本澳各種預防吸毒的宣傳工作，其中包括由社

會文化司司長領導、由社會工作局主導執行、旨在防止藥物依賴的一個跨部門工作

小組–禁毒委員會。

交流與培訓

2009年，毒品罪案調查處積極參與各類與打擊毒品有關的行動及協調性質的

會議或研討會，例如出席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14屆亞太區掃毒工作會議”，同

時與各地緝毒機關保持緊密聯繫，加強經驗交流和情報互換。

與此同時，毒品罪案調查處為了提升緝毒人員的技能和執法效率，持續派員

參與各類培訓項目，分別派員參加在香港舉行的毒品偵查指揮課程、毒品及財富偵

查課程，以及前往泰國曼谷國際執法學院進修。

未來展望

為了更有效打擊日趨複雜的毒品犯罪活動，尤其是跨境販運毒品的犯罪趨

勢，毒品罪案調查處未來除加強巡查工作外，更會與內地有關當局及鄰近國家或地

區的緝毒機關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同時將繼續投放更大資源進行人員技術培訓，

積極參與國際緝毒會議和工作坊，以便更有效地遏止販毒、吸毒等這些影響深遠的

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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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廳

刑事技術廳是司法警察局轄下享有技術獨立性的部門，其主要職責為：根據

辦案單位委託，執行刑案現場的勘驗取證工作、物證檢驗鑑定工作、刑事技術支援

和技術研發工作。在物證檢驗鑑定的職責上，對毒品進行檢驗鑑定是其中一項主要

工作。

2009年毒品及受管制藥物檢驗概況

2009年，刑事技術廳接獲毒品及受管制藥物的檢驗個案有494宗，其中有

371宗屬緊急檢驗，另有18宗從2008年轉移的個案，實際總數為512宗，其中常

見的毒品種類有：海洛因71宗，檢量20,466.77克；大麻21宗，檢量125.73克；

晶狀甲基苯丙胺（冰）79宗，檢量400.13克；氯胺酮158宗，檢量2,239.06克；

搖頭丸23宗，檢量400.5粒；麻古31宗，檢量958粒；苯二氮䓬類106宗，檢量

1,439.5粒；可卡因13宗，檢量56.61克；可待因4宗，7瓶共709毫升；大麻樹脂1

宗15.34克；LSD1宗，32片(吸水紙)；美沙酮1宗，21粒；麻黃鹼1宗，38粒。全

年共對502宗個案完成了檢驗，並把10宗轉移至下年度檢驗。



23  

2009年送檢個案仍以氯胺酮佔最多數，佔總檢量的31%，但較2008年的203

宗有所下降；其次為苯二氮䓬類、“冰”及海洛因，分別佔總數20.8%、15.5%及

13.9%。另外，可待因亦由10宗減少至4宗，降幅六成。

送檢量上，2009年本局破獲8宗

海洛因人體藏毒個案，送檢以多層堅韌

包裝成圓條狀的海洛因塊552粒，共重

5.8公斤，加上多宗送檢量達2公斤的個

案，連同體內藏毒個案，全年送檢量近

20.5公斤，較2008年輕微減少0.7%。可

卡因送檢個案雖然有較為顯著的升幅，

但重量則與2008年相若，而“冰”的

送檢量則大幅下降93%，其他有減少情

況的個案尚有可待因、大麻及氯胺酮，與2008年相比下降幅度分別為63%、47%及

41%。至於搖頭丸、麻古（馬）及苯二氮䓬類藥物的送檢量均隨著個案宗數上升而

分別增加了74%、74%及117%。

毒品成分方面，搖頭丸新成分2C-B續有2宗送檢個案，與2008年相若，此

外，未見其他新的受管制成分出現。

本年較為突出之個案為1宗送檢32片小吸水紙的LSD個案，這是自2003年收

到“黑芝麻”LSD個案後至今的首宗。據分析，以小吸水紙形式出現的LSD在本澳

仍屬少見。

近五年毒品及受管制藥物送檢情況

近年較為突出的送檢毒品種類為氯

胺酮及海洛因。氯胺酮個案自2005年至

2008年急劇攀升，至2009年才略見回

落，但仍是各種類毒品個案數之冠，送

檢的氯胺酮大部分均是以小封口袋包裝

的白色粉末方式頻繁出現，近兩年合共

檢得超過6公斤，凸顯出這種毒品近年

氾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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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體內藏毒方式偷運海洛因的

個案從2007年起持續出現，而以2008

年送檢量最多，合共有1,880粒包裝

成圓條狀，內含接近14公斤海洛因，

為歷年之最；2009年送檢量有顯著

下降，只錄得552粒共重5.8公斤海洛

因，經檢驗其純度約在47%至72%之

間，添加物以咖啡因及受管制安眠藥苯

巴比妥為主。此外，尚有數宗送檢量較

大、主要夾藏在不同物品內進行偷運的海洛因個案，合共檢出超過12公斤，其純

度及添加物與體內收藏的海洛因個案相若。

苯二氮䓬類藥物送檢個案及數量在2009年略有回升，主要是“五仔”的送

檢個案不斷增加，自2007年送檢200餘粒，每年均以倍數增長，到2009年達813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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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度方面，搖頭丸的主要成分MDMA、MDA、“冰”及氯胺酮含量分別介乎

12.1%至57%、2.8%、0.8%至18.5%及9.1%至60.6%；“K仔”檢材中氯胺酮含量為

6%至96%；“冰”的純度為6.5%至85.3%；可卡因為46.9%至85.1%；海洛因則為

7.4%至83.4%。在含量上，搖頭丸的常見成分含量及海洛因的純度普遍較2008年略

高，但“冰”無論在搖頭丸中作為成份或在“冰”的晶狀檢材中，純度均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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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一直以來，刑事技術廳除了為刑事調查部門提供毒品定性及定量分析服務

外，亦密切留意和收集各類相關資訊，改善檢驗技術及促進其發展，貫徹科技強警

的理念，並將繼續與國內、外相關機構及專家進行交流和合作，為打擊毒品犯罪做

好技術支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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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藥物濫用的防治工作主要由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以下簡稱社工局)防治

藥物依賴廳負責統籌和執行，該廳職務重點包括有推行預防藥物濫用的教育及宣傳

工作，直接提供戒毒治療和復康服務，搜集和分析藥物依賴領域內的重要資料及數

據，進行濫藥相關的調查研究工作，參與地區和國際性的禁毒合作，以及支持和配

合禁毒委員會的有關工作。

社會工作局 – 防治藥物依賴廳

藥物依賴防治工作

在2009年，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繼續積極施行多元方案防治毒害，在“無

毒社區”的工作目標下，動員學校、家庭和社會各方力量，加強推廣全民禁毒訊

息，以及增強對濫藥者的輔導和治療服務。值得一提的是社工局在年內成功推出電

子化的“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完善了有關系統操作和擴大了資料收集

網絡，新系統所得資料更具代表性，有助更好地掌握濫藥人數和趨勢，利於制定禁

毒相關政策和服務。

在預防工作方面，年內積極推動學校和社團開展多元化的禁毒禁煙預防教育

及宣傳工作，並加強對學校老師、社工等專業人士的禁毒培訓，以及推出一套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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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家長而設的“新一代健康成長”的預防濫藥課程。健康生活教育中心每

年維持服務約二萬名學童，同時亦因應毒品的形勢，展開對健康生活教育課程內容

軟件的全面革新計劃。此外，參與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的青年社團數目是歷屆之

冠，共有30個社團成功舉辦了60多項禁毒活動，動員過萬名青年及義工參與。

在戒毒復康工作方面，年內致力透過綜合戒毒模式，為藥物依賴者提供各類

戒毒治療、維持治療及復康服務；著力開展濫藥青少年及家人輔導服務，並持續推

行美沙酮維持治療計劃及支援民間機構開展減低傷害活動，以減低HIV病毒在吸毒

人群中蔓延。2009年因吸毒感染HIV的個案，與2008年一樣錄得三宗，維持低感

染率。

在發展和完善民間戒毒服務設施上，2009年繼續透過財政及技術支援形式，

協助開展相關工作，並透過“社會服務人員專業發展計劃”及“服務質素持續改進

機制（QIM）”預試工作的推行，為戒毒服務設施在專業和管理質效上的成長，提

供了實質性的推動和支持作用。

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下設有預防藥物濫用處及戒毒復康處兩個附屬單位全

面執行各項防治的工作。以下會詳細報告該兩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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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負責執行向學校、家庭及社區之預防濫用藥物的教育活動：提供有關預

防講座、培訓課程及禁毒宣傳等服務。促進社團及其他群體參與並推行與禁毒相關

的活動。全面推廣資訊性及教育性的禁毒訊息和資料，以及提供諮詢熱線及接待服

務。該處轄下設有健康生活教育中心及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1) 健康生活教育中心

1.1學校參與情況

“協助兒童健康成長，預防藥物濫用”是健

康生活教育中心的使命，透過為學生提供一套正

面而有系統的健康教育課程。自2000年至今中心

為本澳小學生提供優質的教學和服務，學校每年

都踴躍報名參加。由於2009年上半年曾因HINI疫

情影響而令學校取消活動，7月更需全澳小學停

課，故此健康生活教育的服務人數相比去年亦稍

微下降，在2009年裏共有來自60間學校的19,476

名學生參與上課活動，當中包括中文班17,140人，英文班2,117人及特教班219人。

隨堂老師共 有931人次。

(2) 中心推廣活動

2.1哈樂巡迴探訪學校活動 

為宣傳“珍惜生命、快樂人生”的訊息，健康生活

教育中心於2009年9月16日至25日舉辦哈樂巡迴探訪學

校及展覽活動，參與學校共有7間。中心導師透過互動形

(一) 預防藥物濫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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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學生知道保持健康的重要，如何處理壓力及

懂得拒絕朋輩的不良引誘等，吉祥物“哈樂”帶

領學生們隨著歌聲一起做運動，還向學生派發精

美哈樂公仔作為紀念品。為了加深學生們對健康

生活教育的認識，亦於校內擺放相關訊息的展覽

板。

2.2健康生活教育網頁啟動禮  website: http://healthylife.ias.gov.mo

為響應626國際禁毒日，“澳門健康生活教育網

頁啟動禮”於09年6月26日下午在健康生活教育中心舉

行，啟動儀式由社工局局長葉炳權聯同課程吉祥物“哈

樂”及哈樂Fans Club兩名小義工主持。

期望透過該網頁讓各界對本局為小學生而設的預

防藥物濫用工作有更多了解。網頁設立目的是讓健康生

活訊息延伸至課程以外，同時透過為本澳小學生而設

的“哈樂Fans Club”作為聯繫曾參與課程學生的橋樑，

加入“哈樂Fans Club”的會員可透過此網頁得知更多健康訊息、參與學習遊戲、使

用E-card、下載哈樂歌、互通email及參加專為會員而設的活動等。網頁更為學校及家

長提供資訊和合作，以團結各方力量全面協助兒童健康成長。

2.3中心未來發展動向

健康生活教育將於2010年全面推行新課程，

整套課程加入更多預防藥物濫用及情緒教育的元

素，包括在小六年級增設精神科毒品的教育，處理

學生的欺淩行為問題等內容。

透過更完善的課程，培養青少年正確的藥物知

識及社交溝通技巧。以裝備他們因抵抗受朋輩影響

而嘗試用藥的壓力。

（3）中學藥物教育課程 — 智COOL攻略

為了強化本澳學校在預防濫藥的教育工作，同時為本澳中學生建立一套完整及

有系統的預防濫藥的教育課程。本局於2002年開始引入以健康生活教育理念、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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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青少年同輩間流行的藥物如：煙、酒精、大麻、搖頭丸及K仔等派對藥物為題

材，再配合生動有趣和互動的教學方式，除了讓青少年對藥物的認知外，同時強化

他們面對問題的解決、溝通、以至對決定及尋求協助方面的技巧等，從而減低藥物

濫用及吸煙的情況。

（4）禁毒講座 / 課程

根據2009年預防濫藥教育統計數據顯示，該年為6,590人提供了68次一般性講

座(當中包括學校、社區、家長及專業人士)。至於以家長、教師及社工而設的培訓

課程，於去年為121人進行了5次課程，目的為協助有關教育工作人員及家長提供適

切性的認知及支援，令預防濫藥的教育工作更能全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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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長預防濫藥課程

隨著近年青少年吸毒販毒有上升的趨勢，家居中吸食、跨境販毒等挑戰增加，

要更有效解決及預防青少年吸毒問題，家長擔當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為了加強向

家長推廣預防藥物濫用的工作，社會工作局於2009年9月推出一套名為“新一代健

康成長”的家長教育課程，對象為小學及初中學生的家長，課程採用雙向互動的形

式，通過實況短片、角色扮演、小組討論等活動，目的是協助家長提升管教子女的

能力，增強溝通技巧及鞏固親子關係，以及早預防子女濫藥和發生危險的行為。自

課程推出後，得到巴坡沙中葡小學及家長會的支持，於2009年11月9日至25日期

間，組織34位家長參與共六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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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型禁毒活動

6.1國際禁毒日2009系列活動

為響應每年的6月26日“國際禁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Drug Trafficking)，社工局推出以“健全社區，杜絕毒品”為宣傳口號的系列活

動，透過大眾傳媒播放禁毒訊息，並於社區內進行不同形式的宣傳活動，藉此加強

人們認識毒品禍害，共同參與及支持禁毒的工作。為了達致全民響應國際禁毒日，

今年更加入多項不同元素的禁毒活動，當中包括：健康生活教育網頁啟動禮、禁毒

展覽及禁毒訊息全接觸、城中禁毒直擊隊等。

6.2禁毒展覽及禁毒訊息全接觸

由社工局聯同司法警察局、澳門監獄、

衛生局、澳門青年挑戰福音戒毒中心、澳門

基督教新生命團契、澳門戒毒康復協會、聖

士提反會應許之家、澳門更新互助會、澳門

基督教青年會、戒煙保健會總會及澳門拉闊

網絡協會合作，於6月27日假祐漢公園舉行

禁毒展覽，場內設有兩個諮詢攤位，而主辦

單位亦邀請基督教青年會的青年義工及基督

教新生命團契青少年拓展部分別於場內及關

閘邊境向市民派發禁毒宣傳品和單張。

6.3城中禁毒直擊隊

由社工局與戲劇農莊合辦的“城中禁毒

直擊隊”，於7月4日及11日下午分別在玫瑰

堂前地及關閘邊境一帶向青少年及市民進行

訪問，讓其發表對禁毒的意見，藉以提高市

民對毒品禍害的警覺性和支持禁毒工作。採

訪的形式生動有趣，吸引了不少市民圍觀，

令宣傳禁毒的訊息更廣泛地宣揚於社區內。

直擊隊亦於7月20日到訪粵華中學及聖公會

（澳門）蔡高中學，採訪校內之校長、主任

及老師們，直擊攝製隊會將訪問內容輯錄成教材光碟，以作宣傳禁毒教育之用。

城中禁毒直擊隊於粵華中學進行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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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禁毒教育資源中心

社工局於2003年中開設的“禁毒教育資源中心”，目的是為加強及完善本澳預

防濫藥的宣傳教育工作，為市民提供更全面的諮詢途徑及相關的服務。另外為了豐

富預防濫藥的資訊服務，中心亦不斷從外增添與禁毒有關主題的書刊、教具及宣傳

單張，同時定期出版禁毒通訊，向學校、社團及社會服務機構派發，此外還透過澳

門禁毒網www.antidrugs.gov.mo向市民發放有關本澳的禁毒資訊。另外中心於2009年

自行或預約前往參觀的社團/學校人數合共有129人次。

(8) 禁毒宣傳工作

於2009年的禁毒宣傳項目，製作了兩輯禁毒宣傳短片，內容以父母師長需多關

心年青人及宣傳求助之途徑，另一輯內容以氯胺酮之危害為重點，兩輯宣傳短片前

後在電台及電視台播放，向公眾發放禁毒訊息。

同時，透過年青人的網站及官方的禁毒網www.antidrugs.gov.mo發放與禁毒相關

的資訊，供市民取得得最新的禁毒情報。另外，定期向學校、社團派發禁毒教育通

訊及製作宣傳紀念品於禁毒活動派發，持續透過貼有禁毒標語的公車將禁毒的訊息

帶到社區內的每個角落。同時，預防藥物濫用處的禁毒諮詢熱線28781791，繼續為

市民提供諮詢及求助的服務。

(9) 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

自2003年開始推行的“青年禁毒活動獎勵計劃”，至2009年已舉辦至第六

屆，該年參加社團共有30個，為歷屆之冠。計劃目的主要推動更多年青人舉辦及創

作各類宣傳禁毒活動，鼓勵他們多關注及支持禁毒工作，藉著不同的活動讓參與的

年青人從中認識更多藥物的知識，繼而參與在推動禁毒的行

列中。

2009年參加計劃的各項活動均已順利完成，為了表

揚青少年參與禁毒工作，於2010年4月11日舉行頒獎禮，

於各參加組別中選出“

最傑出禁毒活動大獎”

、 “ 最 具 創 意 大 獎 ”

及 “ 最 具 組 織 活 力 大

獎”的得主，讓市民分

享年青人努力抗毒的成

果。全體參加者與嘉賓大合照

最具創意大獎　﹣澳門科技大學
學生會國際旅遊學院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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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推動民間禁毒活動

社工局於2009年繼續透過技術及財政援助方式，鼓勵和推動民間社團參與

發展社區禁毒活動，以加強社區之預防濫藥工作，並持續向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青

年社區中心提供固定及偶發性活動資助，以支持其營運及發展各項服務。於去年

社工局資助了5個民間團體所舉辦的合共33項活動(見下表)，內容以預防藥物濫

用、禁煙和青少年成長為主題，資助金額合共澳門幣530,7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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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禁煙工作

11.1 世界無煙日2009

世界衛生組織把2009年世界無煙日主題

訂定為“健康忠告”，其口號是 ---“揭露真

相，圖像健康警告拯救生命！”健康忠告是目

前其中一項有效對抗煙草流行的強力措施。世

界衛生組織特別建議各國採用圖像健康警告，

因為它能更有效地勸使吸煙者戒煙。很多研究

証實，圖像健康警告在傳遞煙草危害訊息以及

改變吸煙者行為上尤其有效，特別是在戒煙或

減少煙草消費上。

衛 生 局 聯 同 社 工 局 、 民 政 總 署 、 教 育

暨青年局、戒煙保健會總會、澳門街坊會聯

合總會、澳門婦女聯合會以及澳門少年飛鷹

會，於5月31日假議事亭前地舉行了世界無煙

日的慶祝活動，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是次活動向澳門市民傳遞煙害訊息，並讓市民

瞭解圖像健康忠告的重要性。活動透過精彩的街舞表演、話劇表演和敲擊樂表演，

開幕儀式：嘉賓們向在場人士展示新的圖像健康忠告圖片

香港無煙大使周麗淇小姐與在場人士分享拒煙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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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場面氣氛推至最高峰。另外邀請了香港無煙大使周麗淇小姐為大家獻唱以及分享

拒煙心得，同場更舉行了“全澳中學生無煙扇子圖案設計大賽”的頒獎儀式。

11.2無煙食肆

由2007年開始，衛生局聯同社工局及

多個政府部門和民間社團，開展「無煙食

肆」計劃，目的是明確政府在公眾場所禁

煙的立場，讓本澳市民和飲食業界適應配

合和支持。計劃為的是與相關業界建立溝

通渠道；為訂定明顯清晰的無煙食肆政策

作先導研究；讓業界親身體會其可行性和

好處；加強市民對食肆禁煙的支持，瞭解

本身應有的權利。截至2009年底共有82間

食肆參與此項活動。

11.3無煙工作間—中國銀行進行簽署響應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於6月

30日聯同轄下27個支行、超過

1100名員工參加由衛生局及社

工局推行的“無煙工作間”計

劃，並於中國銀行大廈宴會廳

進行簽署儀式，出席嘉賓包括

衛生局鄭成業副局長、控煙辦

公室柯慶建醫生、社工局防治

藥物依賴廳黃艷梅廳長及許華

寶處長、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黎

振強副總經理等。

“無煙工作間”計劃於人2001年開始推行， 主要目的是為了保障員工在無煙

的環境中工作，同時有鼓勵戒煙的作用及推廣無煙文化。至2009年底為止，本澳已

有48個局級政府部門、大學及11間私人商業機構（共550個部門、約8000名員工）

參加此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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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無煙校園總結及無煙冊發行

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透過澳門

基督教青年會青年社區中心（YMCA）

在本澳12間中小學推行的2008-2009

年度“無煙校園計劃”總結活動暨無

煙冊發行禮，已於5月30日在駿菁中

心舉行，當天各校無煙大使代表以訪

問、短劇的形式總結了活動的成果，

現場更有各校在過去一年為無煙活動

而製作的展品，當天整個活動程序均

由各校的無煙大使籌辦及策劃，大會並

為表現出色的無煙大使頒發了證書。

當天除了總結活動外，更有無煙

冊的發行禮。由於無煙校園活動自2004年開始推行至今已5年時間，YMCA對這方

面的工作累積了一定的經驗，故於去年起籌劃出版一本無煙冊，綜合YMCA多年來

舉辦“無煙大使領袖訓練計劃”的服務分享集，目的是推廣無煙訊息，讓更多人掌

握有關推行和預防無煙活動的理念和技巧，以及讓更多人認識吸煙的禍害。冊子內

容包括三個部份：無煙知識及無煙大使訓練篇、無煙大使校園活動計劃篇及附件光

碟，使用對象為社工、老師、青年工作者。無煙冊將於新學年發送給本澳各學校，

藉此推動宣揚無煙生活的健康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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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負責管理戒毒綜合服務中心，並向民間戒毒機構/社團提供專業技術及財

政支援。該處同時處理經由法院及其他部門轉介之個案，統計及分析藥物依賴人口

及情況之相關資料，以及協助推廣預防藥物濫用的計劃及活動。

2009年，戒毒復康處繼續完善及加強戒毒治療質素，透過綜合戒毒治療模

式，為藥物依賴者提供自願性戒毒、維持治療及復康服務。丁丙諾非及美沙酮為主

要的門診脫毒及維持治療藥物，配合電子化病歷檔案資料系統及美沙酮發藥系統執

行的漸趨成熟，相信能為日後開展質量管理工作建立良好的基礎。初級治療部亦因

應ISO9001:2008質量管理系統的要求，相繼修訂了運作手冊及內審工作程序，務

求在管理層面方面更能符合國際水平。至於在愛滋病防治工作方面，繼續為感染者

提供專業輔導及醫療轉介服務，支持及協助各項減低傷害計劃及措施的執行，以及

協助澳門監獄開展美沙酮治療服務等，對於本澳在傳染病控制及社區衛生上亦能達

致一定效益。

面對青少年濫藥趨勢的變化，戒毒復康處累積過往經驗，致力透過不同層面

開展與青少年相關的戒毒服務，包括資助民間機構舉辦早期介入及評估服務，協調

本澳三支青少年外展隊展開合作計劃及研究調查，針對濫藥青少年家人服務展開多

項培訓及先導試驗工作，同時因應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

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的生效，加強與法務局社會重返廳及民間戒毒機構合作，為需

要戒毒治療的緩刑個案提供一系列完整且連貫性的治療計劃，以強化戒毒康復療效。

（二）戒毒復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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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戒毒綜合服務中心

中心於2002年10月正式啟用，服務重點為提供門診戒毒及維持治療、短期住院

脫毒醫療服務，及為康復者提供有益健康活動之場所。中心主要提供各種戒毒藥物治

療、社會心理輔導、衛生護理、身體檢查、尿液毒品檢測、專科轉介等，亦對民間機

構提供各類支援服務，並提供活動場所以召開會議及專業培訓等工作。

2009年，中心門診部一共跟進434名戒毒者（圖一），相較2008年情況有所上

升，當中新個案有89名，則與2008年相約。在服務總人次方面，一共提供62,595人次

的服務，較2008年上升超過四成六（圖二）。接受短期住院方面，有47人次，使用率

較2008年有所下跌，其中14名為首次入院治療個案。

整體而言，2009年由於美沙酮維持治療及青少年服務之持續推展，門診之各項服

務量相較2008年均有所上升，其中以護理服務的升幅較大，達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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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醫療評估工作

醫療評估方面，主要包括各類傳染病快速測試、詳細生化及傳染病檢測、尿

液毒品檢測、心電圖檢測等。2009年中心門診尿檢總數達37,761次，當中與法院

及社會重返廳合作的尿檢項目，全年共進行了18,761次，佔中心整體尿檢49%，

而青少年院舍轉介接受尿液毒品檢測項目共有8,174次，跟進社會重返廳的尿檢轉

介個案則有48人。

2009年中心為戒毒求助者安排各類醫療檢查共1,136人次。由中心發現之HIV

感染個案共3宗，據衛生局的資料，2009年共錄得3宗因共用針筒而感染HIV的個

案。

*戒毒個案數據及感染傳染病之詳細統計和分析，可參閱本報告書有關調查研

究部分。

1.2社會心理輔導及社會重返工作

2009年，中心為個案提供社會心理治療服務有5,136人次，較2008年有下降

趨勢（圖二）。在戒毒及維持治療的社會心理輔導方面，由於美沙酮維持治療個案

的增加，2009年仍透過不同的輔導策略以加強治療效果，如繼續舉辦“美沙酮減

低傷害”工作坊及聯歡活動，透過小組互動及分享，以協助使用者正確認識美沙酮

維持計劃及共同探討操守心得，相關活動共有73人次參與。

戒毒復康處積極培訓戒毒工作人員有關吸毒者愛滋病等傳染疾病的認識及預

防，其中與仁伯爵綜合醫院感染科跟進濫藥感染者的常規會議有42次、前往澳門

監獄進行個案探訪活動則有11次。此外，為特別個案進行情緒輔導亦有398人次，

針對性地提供較為深入的輔導及協助，動員和鼓勵個案接受適切治療，並提供家庭

輔導服務。另外，為加強戒毒者對愛滋病及其他傳染病的認識，戒毒復康處亦為門

診使用者開辦了三次相關講座及活動，共有44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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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民間戒毒服務

2009年，社會工作局繼續協助民間戒毒機構開展專業服務，透過定期與各機

構管理層及前線人員進行服務運作檢視會議，從而配合不同服務的發展需要，在設

施的興建及修葺、運作、設備的配置等，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亦協助開展相關培

訓計劃，以輔助機構服務效能得以提升。而為了提升社會服務從業人員的整體專業

質素及發展，2009年亦加入一項新的資助項目－“社會服務人員專業發展計劃”

，以支持民間戒毒團體開辦各類管理及專業培訓活動；至於在強化社會福利服務質

效方面，社會工作局進行了“服務質素持續改進機制”預試工作，主要為建立和完

善本澳社會服務質素基準、提升整體福利服務的效能、並鼓勵業界建立持續不斷的

服務文化。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亦參與了是項計劃，於2009年3月展

開，並於12月完成內評及外評工作，總結是項工作獲得良好成果，亦強化了社會

福利服務的專業發展。

2009年，社會工作局共向4間非營利戒毒社團及1間戒煙門診提供財政及技術

支援，服務包括長期戒毒康復治療院舍、自助組織、外展減害服務、青少年外展服

務及戒煙治療等。具體受資助機構及服務類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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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各民間戒毒院舍共為75人次提供康復治療服務，而接受戒毒外展隊服

務的人次達16,616，針對濫藥及高危青少年的外展服務人次為4,757，戒毒自助服

務則為7,138人次提供輔助重返社會服務。戒煙門診服務方面，2009年共為475人

（1,216人次）提供戒煙服務（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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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戒毒工作培訓活動

為加強戒毒工作人員增加對毒品的知識及提升工作效能，於2009年6月23

日及7月1日舉行了一項名為“澳門常見濫用毒品知識及全球毒品趨勢發展”之講

座，並邀請到刑事調查廳毒品罪案調查處余光輝副督察，及刑事技術廳資深法證化

驗師尤伶小姐作主講嘉賓，內容包括：澳門緝毒的發展情況及澳門常見毒品種類及

相關知識等。當天出席講座人員來自多個戒毒相關機構，包括社會工作局防治藥物

依賴廳、澳門青年挑戰、戒毒康復協會ARTM、基督教新生命團契、更新互助會等

機構的負責人、社工及前線人員，出席講座人數超過50人。

為加強對濫藥者家人的情緒支援及輔導工作的發展，於2009年6月16日為本

澳相關戒毒機構人員舉行“互累症(濫藥者與家人)的調適及輔導技巧”課程，並邀

請香港明愛樂協會資深社工黎子中先生及家長同輩輔導員出任課程講師，是項課程

主要從濫藥者與家人間出現的互累症關係、對身心造成的影響、相關輔導及治療等

作出詳細講解，同時對香港有關濫藥者家人互累症工作的情況及發展、家長小組輔

導工作等作出介紹。本項課程參加人員包括社會工作局防治藥物依賴廳及民間戒毒

機構主管及前線人員等共30多人參與。

互累症(濫藥者與家人)的調適及輔導技巧課程澳門常見濫用毒品知識及全球毒品趨勢發展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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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本澳愛滋病的防控工作，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透過其附屬的“愛

滋病諮詢及輔導”小組，提供以下服務：

親臨或熱線（無來電顯示）的個人保密性有關愛滋病方面的諮詢及輔導；另

外愛滋病諮詢熱線預錄系統亦由2009年12月開始啟用，讓市民大眾可在非辦

公時間內透過熱線電話收聽有關愛滋病的訊息，市民大眾可通過此系統作語

音留言，以便日後輔導的跟進及聯繫。預錄系統備有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三種語言可供選擇。預錄的內容有：認識愛滋病、愛滋病病毒的檢測方法、

愛滋病的預防、本澳愛滋病的相關服務；

愛滋病病毒抗體的血液檢測，本澳市民免費；還設有“自願匿名監測的機

制”，為不願意透露個人資料的人士提供愛滋病抗體的檢測，以更全面地加

強對本澳愛滋病的監測；

為愛滋病感染者提供輔導，以及轉介往仁伯爵綜合醫院跟進治療；

為非政府醫療機構所轉介的懷疑個案提供諮詢及輔導，並安排其進行愛滋病

確定性檢測；

針對社會不同階層人群，協助進行預防愛滋病的宣傳教育。

衛生局 公共衛生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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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9年戒毒求助人士傳染病的感染概況

自2002年5月開始，公共衛生化驗所與社會工作局轄下的防治藥物依賴廳合

作，向戒毒求助人士提供傳染病血清學檢驗服務，以監控傳染病在吸毒人群當中擴

散的情況。

於2009年度，有關丙型肝炎病毒抗體的檢測，共接收樣本197個，檢出108

個呈陽性反應，感染率為55%，較2008年的63%下降。

在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檢驗方面，化驗樣本為197個，當中呈陽性反應的樣本

有19個，感染率(乙型肝炎帶菌者)為10%，較2008年的略為微升。

至於愛滋病病毒抗體的測試方面，共接收195個樣本，其中3個檢出呈陽性反

應，感染率為1.5%，亦較2008年的感染率微升。

以下為戒毒求助人士近5年感染傳染病的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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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愛滋病宣傳及教育工作

化驗所的“愛滋病諮詢及輔導”小組於2009年度先後6次派員到以下機構及

團體進行“認識愛滋病”的講座，向市民大眾宣揚預防愛滋病的訊息。

三、澳門愛滋病流行情況

自1986年開始實施對愛滋病病毒抗體檢測至今，澳門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多年

來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約0.08%）。目前，除配合臨床診斷需要外，本澳進行的

篩檢還包括：捐血中心收集的所有血液、囚犯、孕婦、自願進行篩檢的靜脈注射吸

毒人士、娛樂場所工作的外籍員工，以及匿名的監測。

本 澳 於 2 0 0 9 年 共 申 報 愛 滋 病 病 毒 感 染 個 案 1 7 宗 ， 較 2 0 0 8 年 的 2 2 宗 減 少

22.7%，男女性別的比例為1.4 : 1。本地居民有7人（41%），非本地居民有10人

（59%）。經性接觸感染佔感染個案的64.7%，其中異性性接觸佔41.1%，同性性

接觸佔17.7%；共用針具注射毒品亦佔17.7%（表一）。

從1986年至2009年12月底止，澳門已累積427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包括已

出現症狀的愛滋病個案）。其中男性佔193例（45%），女性佔234例（55%）。年

齡以20至39歲的人士居多，約佔四分之三。已出現症狀的愛滋病病例共52人，其中

男性佔43例（83%），女性佔9例（17%）。死亡個案共有28例。傳播途徑以性接觸

為主，佔67.5%，其中以異性性接觸佔59%，同性性接觸佔8.2%；透過共用針具注射

毒品而受到感染佔13.6%。女性佔感染率的54.8%（女性及男性的比例為1.2:1），當

中有50.4%是從擬於娛樂場所工作的非本地員工的初次檢驗中發現（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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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娛樂場所非本地員工的感染數目，由1986至2009年12月底，澳門共錄

得212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病毒傳播途徑的特徵如下：性接觸是主要的傳播途

徑，佔總感染個案的40.6%（異性性接觸佔30.2%，同性性接觸佔9.9%)，透過共

用針具注射毒品傳播受到感染則佔26.9%。整體而言，男女性別感染率為3.2：1。

根據所呈報的數據分析，澳門仍然屬於愛滋病低感染率地區（<0.1%）。直

至目前為止，愛滋病病毒在澳門蔓延的程度仍是有限。每年來自不同來源申報的個

案並不算高，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澳門居民感染愛滋病的比例有逐步上升的趨

勢，而娛樂場所非本地員工的比例則逐漸下降。現時性接觸仍是感染愛滋病的主要

途徑，但是由於共用針具注射毒品是愛滋病病毒傳播較高的一個途徑，故還須繼續

對吸毒人群的愛滋病感染的情況加以關注及監控，以遏止愛滋病在此高危人群中擴

散。

四、展望

在未來的一年，公共衛生化驗所會繼續參與有關愛滋病的監測和防控工作，

積極推廣預防愛滋病的教育，提高公眾對愛滋病的認識和預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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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輸血感染

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AIDS： 愛滋病

資料來源：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 - 公共衛生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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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防治愛滋病委員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於2000年成立“預防及控制愛滋病委員會”，以

協助制定愛滋病的防控策略、推行宣傳教育，以及對資料數據進行分析研究，成員

包括局內的醫生、化驗技術人員、社工等。

考慮到全球和本地愛滋病疫情的變化，為加強社區參與，促進跨部門合作，

衛生局於2005年著力向特區政府倡議重組原有的委員會，成立新的“防治愛滋病

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改由社會文化司司長統領並出任主席，結合多個

政府部門及邀請民間組織參與，共同商議愛滋病的預防及控制策略。最後委員會於

2005年11月21日根據第364/2005號行政長官批示成立。

宗旨

透過不同領域的公共部門、社團及組織，策劃及推動愛滋病的預防及控制工

作，以遏止愛滋病的傳播。

工作範疇

（一）制定愛滋病預防及控制計劃，協調計劃的持續宣傳及實施，以及有系

統地評估其成效；

（二）對愛滋病的監測、相關資料的收集及整理進行監督；

（三）對本地情況進行研究；

（四）確立資訊、關注及預防工作，並與公共部門及社團配合；

（五）促進其他公共及私人實體參與資訊、研究、預防及控制計劃。

組成

委員會由社會文化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二十五名來自衛生醫療、教

育、社會工作、保安、戒毒等不同範疇的公共機關及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下設秘書

處，以提供委員會在運作上的行政技術輔助及執行主席所責成的其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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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防治愛滋病委員會的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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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主要工作

1. 工作會議

每年委員會及六個工作小組均會召開會議，借助會議的平台作用，加強各部

門和團體之間的溝通，聽取社會不同的聲音，商議各項防治策略和工作。委員會於

2009年12月1日舉行了一次年度全體大會，各工作小組總結了2009年的工作，並

與委員共同商討了2010年的防控策略。

2. 監測

過往本澳愛滋病病毒感染的監測工作一向由政府部門直接提供，包括對捐血

者、囚犯、孕婦、靜脈注射吸毒者、娛樂場所工作的外籍員工等進行的篩查，以及

匿名檢測。

為了擴大監測網絡，推動非政府醫務團體參與，鼓勵更多高危人士進行愛滋

病病毒抗體測試，在原有系統的基礎上，委員會於2008年開始與工人醫療所合作

推行“性病/愛滋病防治合作計劃”，為本地和非本地的性病就診者或其他經醫生

評估屬高危者進行免費檢測。2009年期間透過該計劃發現了一例非本地居民的感

染個案。

為評估本澳性工作群體的性病和愛滋病感染情況，委員會於2009年籌備開

展“非場所性工作者血清及行為監測計劃”，由非政府組織人員在外展時為非場所

性工作者提供免費、不記名的愛滋病及梅毒快速測試，並進行行為問卷調查，計劃

預計在2010年試行。

3. 防控措施

1. 吸毒人士

澳門特別行政區原有的第5/91/M號法令對於吸

毒者放棄共用針具構成一大障礙，該法令對於持有

吸毒用具的刑責遠較持有少量毒品為高。自委員會

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推動靜脈注射吸毒人士的防控

工作，除落實啟用美沙酮替代治療服務外，還著力

推動相關部門修改第5/91/M號法令，以為各項降低

危害措施提供法律基礎。委員會分別向各委員及本

澳社團進行諮詢，收集意見後轉交相關部門研究。經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後，於

工作人員為服務使用者準備美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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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0日生效的禁毒法（第17/2009號）將持有吸毒用具的刑責降低，與持

有少量毒品同為最高三個月；並引入了為預防及治療藥物依賴、維護公共衛生而進

行藥物替代治療和安全使用針具的內容（第34條第3款）。上述的新法律有助減低

危害措施在本澳合法開展。

本澳自2005年開始為吸毒人士提供美沙酮替代治療

服務。截至2009年底，接受服務個案累計232例。經委員

會內跨部門的協作，以及在新生效禁毒法的推動下，為確

保維持治療的良好延續性，2009年11月底起，該服務得

以延伸至監獄，為短期入獄（半年或以下）的美沙酮使用

者提供維持治療。獄中美沙酮服務是世界衛生組織一直致

力推廣的項目之一，但實際推行十分困難，全球很少國家

或地區能夠成功開展，因此，澳門在這方面也就成為鄰近

地區降低危害措施的典範。

安全使用針具是另一項重要的減低危害措施，委員

會一直推動及資助非政府戒毒組織向吸毒人士宣傳共用針具的危害。2008年，資

助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在北區成立外展服務中心，為吸毒人士提供衛生教育、護理、

社區支援等服務，2009年該中心正式開展“針具回收獎勵計劃”，為靜脈注射吸

毒人士提供清潔針具及針筒回收盒，獎勵自願回收針具者。

2. 性工作者

鑑於不安全性行為是本澳愛滋病傳播的重要模式，而本澳一直缺乏長期從事

針對愛滋病高危群體的愛滋病的服務團體，委員會於2008年透過“愛滋病預防推

廣項目–義務團體及義工招募”計劃，招募了兩個非政府組

織 ： “ 澳 門 關 懷 愛 滋 協 會 ”

和 “ 澳 門 紫 藤 婦 女 協 會 ” 。

自2009年1月起，撥款資助兩

個組織在澳門開展針對特定群

體（尤其是性工作者）的宣傳

教育及行為干預工作，包括熱

線、外展、性工作者培訓等。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外展服務中心

安全套的技巧 外展義工培訓：實地考察澳門「一

樓多」性工作者的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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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上述組織開展外展工作，委員會於2009

年4月邀請“香港青鳥”來澳為義工舉行有關外展技

巧的培訓課程，部份結業的學員已投入外展服務，並

成為了外展團隊的骨幹人物。

3. 跨境人士及外地僱員

考慮近年本澳經濟及旅遊娛樂事業急速發展，

與其他地區交往頻繁，針對外地及跨境人士的防控工

作成為2009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委員會已完成製作

包含簡體中文、英文、泰文、越南文、印尼文、菲律

賓文等多國語言的海報、單張及小冊子，並透過人力

資源辦公室、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及外傭介紹公

司發放予外地僱員。此外，於2009年6月與威尼斯人

渡假村酒店合作，在員工活動區舉行“健康諮詢站”

活動，宣傳預防愛滋病及其他疾病的訊息。

至於跨境人士方面，委員會在宣傳品上加入了

珠海和香港的愛滋病服務資料（如：熱線電話），以

便身在異地的市民有需要時尋求協助。2008年底至

2009年初，委員會與澳門關懷愛滋協會合辦“做個

健康旅遊者”宣教活動，在關閘、外港碼頭和機場等跨境人士經常出入的口岸派發

宣傳品，喚起其對愛滋病預防的警惕和認識。

委員會一直致力與鄰近地區建立並保持良好的伙伴關係，共同協作預防愛

滋病病毒跨地域的傳播。自2003年起，委員會與香港愛滋病基金會合辦“中港

澳愛滋病預防教育宣傳合作項目”，定期在外港碼頭離境大堂外之空地設置宣傳

針對外地僱員而製作，包含英、泰、越、印四

種語言的宣傳海報

外展義工培訓以角式扮演的方式學習與性工作

者溝通的技巧

“做個健康旅遊者週”：義工在關閘口岸向

跨境人士派發宣傳品

威尼斯渡假村酒店“健康諮詢站”；愛

滋病知識調查及個人諮詢



61  

教育攤位，派發宣傳資料和調查問卷，以提高過境旅客對愛滋病的認知和預防意

識。2009年起，還與該會合作開展為期三年針對本澳外地僱員的“出入平安-跨境

旅客預防教育項目”。此外，遵循2008年與珠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

科的合作協議，委員會於2009年派員隨該部門到珠海拱北一帶的髮廊進行了一次

外展，以初步瞭解澳人的活動情況，兩地同意於2010年繼續及加強合作。

4. 青少年

為 了 在 大 專 院 校 校 園 內 推 廣 預 防 愛 滋 病 的 訊

息，委員會於2009年9月新學年之初舉辦了“愛同行

推廣週系列”宣教活動，除向本澳五所高等院校新入

學的新生派發“愛滋病知識小手冊”外，還為保安

部隊高等學校新生舉行講座，以及在旅遊學院和鏡湖

護理學院校內分別舉行了為期一星期的活動，包括展

覽、影片欣賞、問答遊戲等。

對於中小學生，“澳門性教育課程研究”報告

已完成。參考報告中的建議，委員會正努力推進本澳

性教育在非高等教育範疇中的發展。在政策方面，於

2008年制定“非高等教育範疇德育政策”，2009年

逐步被深化為短、中和長期的實施計劃，以加強本

澳落實全面的性教育工作。另外，已完成幼兒及小學

的“基本學力要求”初稿，涵蓋了性教育的內容，規範了學生在性教育方面所應

具備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的基本要求，未來在推出後將加強性教育在正規

教育課程中的落實。在建立推廣團隊方面，2009年先後舉辦了兩期“性教育導

師培訓課程（基礎班）”、兩期“性朋輩輔導員計劃”、“學校性教育經驗交

流會”、“家長性教育研習培訓課程”，協助性教育相關工作者有效開展教學工

作、加強家長與子女談性的能力、以及培養青少年建立正確的性態度。另一方面，

努力營造良好的性教育氛圍亦十分重要，除舉行了多場不同類型的性教育培訓活動

外，還派駐學生輔導員開展性教育輔導活動，以及製作宣傳海報、小冊子、展板和

宣傳片，並透過互聯網、電視台、電台、報章等媒體宣揚性教育的訊息。此外，還

豐富了性教育資源，推出“品德與公民”教材，製作“家長教育教材套”基礎課程

和“性教育教學輔助資源”，以及繼續開放“青春性熱線”。

“愛同行推廣週”展板

性教育導師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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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絡外展

近年互聯網已成為大眾搜索資訊的

重要渠道。有見及此，委員會於2009年

開展了一系列以互聯網為平台的網絡外展

宣教工作。澳門首個愛滋病專題網頁“愛

滋病關懷網”www.aids.org.mo於2008年

底正式啟用，網頁除上載了愛滋病的基本

知識及委員會的最新動態消息外，還設有

留言信箱和討論區，供瀏覽者詢問及討論

與性和愛滋病相關的議題。 

此外，自2009年8月起，委員會在

本澳點擊率最高的入口網站之一“澳門

電訊流動社區（Cyber CTM）”設立「知

性．識性”討論區（http://forum.cyberctm.

com/forum/forumdisplay.php?fid=370），

向公眾灌輸正確的性知識、適時糾正錯誤

的資訊，以及提供討論平台，增加與公眾

接觸的機會。

6. 推動社群參與

為發揮社群在愛滋病宣傳教育活動中的重要

角色，期盼達到「全民參與」之目的，委員會透

過各種形式的資助，協助非政府組織推行相關的

活動。2009年12月13日與“工人醫療所健康之

友”在祐漢公園合辦“愛有一套”大型愛滋病宣

傳活動。

自2007年起，為持續鼓勵和推動社會不同組

織及團體參與並展開深入社區的愛滋病預防工作，委員會每年都會舉辦“社區紅絲

帶行動 – 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2008年度獲資助的活動計劃於2009年上半年

陸續推行，並於8月底舉行了頒獎禮及分享會。新一年度資助計劃的審批工作已完

成，獲甄選的活動共十九項，每項最高資助金額為澳門幣八千元，各項活動將於

澳門電訊流動社區“知性．識性”討論

“2008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頒獎禮”

「愛滋病關懷網」www.aids.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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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半年內推行，期望能持續將正確預防愛

滋病的訊息廣泛傳播至本澳社區的每一個角落。

安全性行為是預防愛滋病的重要方法之一，

為 使 安 全 性 行 為 的 議 題 健 康 生 活 化 ， 委 員 會 於

2 0 0 9 年 舉 辦 了 “ 安 全 性 行 為 ． 健 康 生 活 化 ” 宣

傳短片創作比賽，參與的個人或團體均認為透過

短片策劃和拍攝，從中認識了安全性行為的重要

性。

7. 諮詢熱線

本澳過往唯一的愛滋病諮詢熱線由衛生局護士於辦公時間內接聽。為更方便

市民查詢有關愛滋病的訊息，自2009年12月起，熱線的語音預錄系統正式啟用，

市民於非辦公時間致電也可以收聽到一些相關的預錄訊息。委員會更於2009年資

助澳門關懷愛滋協會設立另一條名為“彩虹愛滋諮詢熱線”，於下午及晚上運作，

以補充衛生局熱線之不足。

4. 交流與培訓

為 瞭 解 全 球 各 地 對 男 男 性 行

為 群 體 中 預 防 愛 滋 病 病 毒 傳 播 的

策略，以助制定本土具針對性的措

施，秘書處於2009年2月派員參與

了由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辦事處與

香港衛生署合辦的“Technical Con-

sultation on Health Sector Response 

to HIV/AID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會議。秘書處於

2009年3月連續第三年派員前往深

圳參加該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會

議”，在會上對本澳愛滋病的流行病學作出分析介紹，並與深圳和香港兩地專責愛

滋病防控的同工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2008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頒獎禮”：得獎單位樂

隊現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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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於2008年底為本澳衛生工作者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收集其對過往培

訓的意見及對未來培訓的建議，以指導日後培訓課程的設計，2009年完成統計和

總結。

總結及展望

委員會及屬下工作小組將於2010年繼續定期舉行會議，適時根據疫情趨勢討論和制

定防治政策。原有的監測系統將繼續執行，並試行“非場所性工作者血清及行為監測計

劃”。此外，委員會將繼續落實推行並適度擴展針對不同群體的措施（如：美沙酮替代治

療服務、針具回收獎勵計劃、性教育在非高等教育範疇內的發展、性工作者的熱線和外展

服務、跨境人士和外地僱員的宣教項目、社區動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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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監獄

一、澳門監獄職能簡介

澳門監獄的主要職能除了對被

囚禁者執行剝奪自由刑罰及羈押收

容所採取之相應措施外，並為他們

提供社會援助、心理輔導、醫療護

理、保健、戒毒治療與復康、職業

培訓、教育、文娛康樂活動等，目

的是使被囚禁者在服刑期間改過自

新，並為重返社會後建立新生活作

準備。

二、監獄2009年度對濫用藥物之在囚人相關的統計數字

（一）入獄時有濫藥習慣之在囚人之趨勢

根據監獄之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在囚總人數為930人，其

中男性有803人，女性有127人。而2009年入獄之在囚人共有372人，其中男性有

298人，女性有74人。

2009年入獄者當中，報稱曾經濫用藥物之男性有74人，女性則有9人，合共

總人數為83人。而2008年度入獄並且濫藥總人數為94人，男性為81年，女性有13

人。從上述統計數據可見2009年入獄並且濫藥之人數較上一年有輕微下降，其中

女性之下降幅度較為明顯。

而與近五年之數字相比較，入獄時報稱曾濫用藥物之人數，由2005年開始至

2007年，一直呈下降之趨勢，但在2008年便有明顯之升，這一年亦是出現大量吸

食氯胺酮(俗稱k仔)之個案之一年。鑒於2009年入獄並且濫藥之人數有所下降，故

顯示本澳在濫藥之問題有改善（請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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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年入獄時有濫藥習慣之在囚人特徵

2009年入獄並報稱曾濫用藥物之在囚人中，首次濫藥年齡最年輕為12歲（根

據《刑法典》，未滿16周歲無須負刑事責任），該個案是在香港出生，首次濫藥

之地點亦在香港。而澳門出生之在囚人，首次濫藥年齡，最年輕為15歲。

從2009年之統計數據得知，20歲及以下便首次濫藥共有39人，佔2009入獄

並濫藥總人數之47%；21歲及以上首次濫藥有44人，而首次濫藥之最年長歲數為

51歲。與2008年比較，20歲及以下首次濫藥有53人，佔2008年入獄並濫藥總人

數之56%。今年之在這方面之數據有所下降（詳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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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09年入獄並報稱曾濫用藥物之在囚人，從出生地區來比較，以中

國內地出生最多，有46人（56%）；其次是澳門出生，有29人（35%）；香港

出生的則有6人（7%）；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各1人（1%）。2009年與上一年比

較，2008年度有47人（50%）是澳門出生，而2009年則只有35%，可見2009年

澳門出生之入獄且濫藥者有明顯減少。

再者，2009年入獄並報稱曾濫藥者之中，有32人是有刑事犯罪紀錄，約佔總

人數之39%；沒有刑事紀錄的有51人，約有69%。這32名有刑事犯罪紀錄者所濫

用之毒品是海洛因，有14人；k仔、搖頭丸、冰毒、大麻、麻古、藍精靈等為18

人。與上一年比較，2009年入獄並且濫藥者，有刑事犯罪紀錄較上一年（27%）

為高，亦即是說，首次入獄之新個案沒有明顯增加，這可能與社會上加強宣傳毒害

以及推行新的禁毒法例起到一定之正面作用（詳見圖三）。

最後，在囚人入獄前三個月，他們所濫用毒品的種類之比例與2008年一樣，

已不再是以傳統毒品海洛因為主，而是以濫用氯胺酮（俗稱k仔）、搖頭丸、冰

毒、麻古及大麻等等為主，佔總百份比的66%。而濫用海洛因者則約有34%。再

看過往3年之統計數字，在囚人入獄前的三個月，都是以濫用氯胺酮、搖頭丸、冰

毒、麻古及大麻等的新型毒品為主（詳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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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括今年之情況，從上述數字來看，2009年入獄並且濫藥之個案共有83

人，較去年之94人有輕微之下降；再加上2009年入獄並且有濫藥之新個案明顯減

少，20歲及以下首次濫藥之人數亦有所下降，可見2009年青少年濫藥並入獄之情

況有所下降，這些改善可能與政府推行新的禁毒法以及社會上加強對毒品禍害之宣

傳有直接相關，故應繼續做好宣傳之工作，從而有助青少年遠離濫藥及犯罪之途。

三、復康小組簡介

基於有相當數目的在囚人在入獄

前已有濫用藥物的經驗，並且很多都因

為濫用藥物而導致犯罪入獄。因此，獄

方於1997年成立復康小組，為有濫藥

的男性在囚人提供自願性的戒毒復康服

務，目的是協助他們戒除濫藥的習慣、

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及灌輸毒害的知

識，同時為預防再次重吸及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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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設施

復康小組設於澳門監獄男子監倉區第五座五樓，該樓層內為小組的主要活動

範圍，內裏設有飯廳、綜合活動室、工作室、運動室、閱覽室及供小組學員住宿的

囚室。獄方每年都會因應需要而購置一些新的器材及物品，以改善小組內的設施。

（二）治療模式

因應藥物依賴者之特性、戒毒治療復康服務之需要性及考慮到獄中之實際條

件及人力資源等因素，治療模式主要採用認知行為治療法（Cogn i t i ve -behav io r 

Approach），協助學員糾正濫藥的錯誤認知，認識清楚吸毒的真正害處及嚴重後

果，矯正不良之行為及學習良好之行為，學習新的生活經驗及技巧來處理日常之生

活壓力及人際關係等，以激勵學員決心放棄濫用藥物之偏差行為及建立新的生活。

（三）活動內容

2009年復康小組的活動內容有專題講座、個別心理輔導、小組心理輔導、人

際溝通工作坊、健身運動、主題分享、小組會議及每週金句等等。活動的主要目的

是透過系列的活動使學員對違禁藥物的認知、學習克服心癮及拒絕毒品的技巧；以

及加強學員們的自信心等等。另外，在學員加入小組之後，他們均須填寫一份評估

問卷，藉著該評估問卷去了解及評估學員的某些特質及狀況，以便對學員進行心理

輔導及跟進工作。

（四）治療期及人數

戒毒復康計劃的療程為期二年，學員在完成了一年的課程後，將會按個人的

進度來決定可否進入第二年的課程，務求使到學員們能有更多時間學習持守及工作

技能。復康小組最多可提供二十個名額給男性在囚人申請，不分年齡。

四、美沙酮治療計劃

為著提供更完善之戒毒治療服務，澳門監獄於2009年11月開始為在囚人提供

美沙酮治療。美沙酮的治療類型分為：1)維持治療；2)戒斷治療。

維持治療申請條件：囚禁等於/少於6個月的鴉片類藥物依賴之在囚人。

戒斷治療申請條件：囚禁超過6個月或未能確定刑期的鴉片類藥物依賴之在囚人。

美沙酮計劃的對象：入獄前已在社會工作局參與美沙酮計劃的人士，以延續

或戒斷其美沙酮替代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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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識毒品禍害工作坊

基 於 近 年 來 ， 濫 用 氯

胺 酮 ( 俗 稱 k 仔 ) 、 搖 頭 丸 、

冰毒、麻古及大麻等等之新

型毒品之青少年有所上升，

監 獄 於 2 0 0 9 年 開 辦 毒 品 禍

害知多D的工作坊，對象是

監獄之在囚人，不限於復康

小組之學員。為吸食上述新

型毒品之在囚人提供團體輔

導 ， 學 習 新 型 毒 品 對 人 體 (

生 理 及 心 理 ) 帶 來 之 傷 害 、

學習拒絕毒品之技巧，以及

學習新的生活方式，以正確之態度對待毒品。是次工作坊之參與者均為青少年，他

們大部份均表示工作坊對他們有幫助。

六、未來工作展望

從近年之統計數據可以看到，入獄時報稱有濫藥習慣之青少年，主要是以濫

用氯胺酮（俗稱k仔）、搖頭丸、冰毒、麻古及大麻等之新型毒品，為著能讓這群

青少年在囚人能更清晰濫用毒品之禍害，計劃明年會繼續推行認識毒品禍害工作

坊，讓更多之在囚人，尤以青少年之在囚人，能了解吸毒所帶來之禍害，學習新的

生活模式及正確對待毒品之價值觀，讓他們重過新生。另外，因應近年濫藥之模式

及類型之顯著轉變，亦會調整在獄內進行之戒毒復康工作，從而配合曾濫藥在囚人

之所需，讓在囚人能以正確之態度生活及重建新生。

上圖為毒品禍害講座-派發小冊子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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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是由葡藉牧師加文狄先生所創立，加牧師在1987

年發現位於路環的一個山谷（現名恩福山谷），認為這環境十分適合開展福音戒毒

事工，因此向政府申請借用該地，於1989年正式投入服務。

為因應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顯著、以及回應社會需求，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

訓中心於2008年10月27日正式由成人戒毒轉為矯治青少年濫藥服務，提供為期12

個月以上的綜合性培訓住宿課程計劃。服務目標是在合適的環境下，採用非藥物治

療方法，從生理、心理以至社會層面幫助藥物濫用者戒除毒癮並進行康復治療。中

心更透過福音、見證分享、教學模式及職能培訓等課程，促進青少年以正向的態度

去面對困難，讓他們認識基督來改善生命，重整人生價值觀，並協助改善與家人之

間的關係。

2009年中心活動

一. 社區教育工作

面對複雜的社會環境，青少年濫藥趨勢持續上

升，並有吸毒低齡化的現象，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

訓中心配合社會需要開展預防教育工作，2009年與

法務局社會重返廳合作，策劃多項以預防藥物濫用

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男子)

澳門青年挑戰

男子中心

歷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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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的活動，包括城市定向、歷奇訓練、電腦專業培訓課程等，透過活動設計，

一方面鼓勵青少年積極參與、建立正向人生，從而發揮個人潛能；另一方面亦期望

藉著預防濫藥訊息的帶入，以加強青少年對藥物濫用問題的警覺性、並了解自身的

需要，提升個人的抗藥能力。

二. 強化職能培訓

為配合戒藥學員的復康治療及職業多元化

發展，2009年中心持續開展多項培訓課程，包

括電腦維修、汽車美容、攝影和髮型設計等，

配合對外實習的機會，一方面培養學員具備多

元興趣、建立良好的工作態度，另一方面藉著

個 人 技 能 的 增 值 ， 以 形 塑 學 員 未 來 的 職 業 生

涯，為重返社會作好準備。

在多媒體影音製作方面，為鼓勵學員提升創意思維、加強團體互動及個人組

織能力、學習人力資源調配及凝聚工作信念，並培養媒體製作的專業知識，2009

年開展了一系列有關短片拍攝的培訓課程，並完成製作新一輯的禁毒宣傳短片。

參與野戰活動 學員策劃探訪長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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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隨著藥物濫用趨勢的轉變，由過去傳統毒品至現今新型毒品的氾濫，毒品取

得的便捷性相對提高，戒毒復康工作不但需要面對複雜且多元的藥物種類及濫用

者，“濫藥普遍化”的問題亦備受關注。因此，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在未來

一年將加強與社會各團體之間的資訊聯繫，為配合青少年戒毒工作做好準備，其中

重點工作包括：

1.為評估服務發展能配合社會趨勢，定期檢討服務成效。

2.為促進學員在專業技能及社會參與的成長，將投入更多元及專業的職能發

展課程及實習機會，如舞台影音專業訓練及舉辦戶外音樂會等。

3.為配合青少年戒毒服務的發展，將加強專業人員培訓，持續更新專業知識

及技巧。

4.為配合青少年戒毒康復的需要，將加強與家長間的聯繫，共同構建“愛與

關懷”的康復環境。

中秋節家庭聚會 製作禁毒宣傳短片 拍攝培訓課程

汽車美容培訓 員工培訓協助拍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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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隨著社會環境的急遽轉變，女性吸毒問題備受關注，為了回應需求，澳門青

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於1995年成立希望之家（女子戒毒中心），中心初期位於路

環白粉村之地段提供服務，至2001年由於配合路環社會發展及人力資源缺乏等影

響，遷離有關地段並暫停服務運作。2003年，經社會工作局協助下，在原男子中

心地段重建了一座兩層高的女子綜合院舍，女子綜合中心得以重新投入服務，為女

性提供為期一年以上的住院綜合服務。

2009年中心活動

一. 外展社區活動

為了讓學員建立個人責任與組織能力，培養社會關懷及發揮「互助互愛」的精

神，2009年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女子）全力推動學員參與社會服務，包括拜

訪老人院和義務老人剪髮、並組織活動遊戲及表演內容等，透過探訪不同弱勢團體及

進行義務工作，一方面以行動取代歧視，共同建設充滿關愛互助的和諧社會；另一方

面藉此提升學員的社會參與、建立自信及同理心，為日後重返社會作好準備。

二. 強化職能發展

為了回應學員在職能發展上的需求，一方面能在

學習過程中培養個人興趣及滿足感，另一方面亦能藉此

提升社會參與技能，為日後重返社會做好準備。2009

年中心繼續透過不同類型的工作坊及培訓課程，包括電

腦班、食品製作班及攝影班等，務求在過程中讓學員得

以不斷自我增值，並能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新建的女子中心院舍

學員活動

澳門青年挑戰綜合培訓中心（女子）

澳門青年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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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女性學員在職業技能上的成長，從而

提升個人發展及心理成長，2009年中心針對女性學員

設計了一系列專業課程，包括美容證書課程、髮型設

計、會計等，以期逐步強化個人學習動機及形塑往後

的職業生涯路向。透過學習及實習機會，參與學員在

個人自信心及工作能力上的提升、發揮良好的團隊互

動及溝通、並獲得社會認同感等，均能大大地增加重投社會時的就業機會。

未來展望

1.為了促進學員與家人間的溝通及了解，並協助有需要的弱勢團體，將加強組織

學員及家人參與社會服務。

2.為配合女性青少年的發展方向，將新增人力資源配合開展更多的專業課程項目。

3.為了配合職業發展的路向，培養正向價值觀及持續培訓的工作態度，將加入更

多元化的工作坊及培訓課程，如拍攝、影音及文書設計等。

4.加強工作人員的專業培訓，提升院舍服務質素及團隊合作精神。

交流探訪

學員培訓

拍攝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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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葡文簡稱（ARTM），

自1993年紮根於澳門，是一所非宗教及非牟利的民

間戒毒復康機構。ARTM藉著「治療社區」模式為有

志戒毒康復人士提供住院式藥物脫癮、社會心理復

康治療、以及社會重返服務。除此之外，該會多年

來積極推動及發展外展工作、家長支援服務、於社

區和學校內推行各式各樣的預防濫藥活動，亦為有

需要人士提供個人輔導、團體輔導及轉介等服務。

現時該會於路環設有住院式治療中心及於黑沙環區

設有外展部。

理念

康復的意義不僅僅是入住戒毒中心，或者渡過一年的戒毒療程，更重要的是

生命上真正的轉變，建立新的角度去察看世界，重建自尊、誠實、尊嚴和自律。一

個人需要重生就必須剪除過去的惡習及負面態度，特別是一些「過往的同道中人」

，而剪除過去不一定需要忘記以往所有的經歷，而是藉由過去的經歷來提防將來有

可能發生的危險。在澳門戒毒康復協會的角度，“決心”這兩個字是很重要的，並

要時常將“決心”放在心中，才有力量跨過種種障礙而獲得成功。

2009年活動

一. 學員培訓系列

為學員提供足夠的生活及職業技能以應付重返社會的需要，該會在2009年為

學員提供了一系列職業培訓課程。此等培訓課程不單為學員提升個人效能以重返社

會，學員還可重新肯定自己的價值，培養出終身學習的意識，有助他們完成療程後

重投社會。

在社會工作局的財政支助下，「2009學員培訓系列課程」包括：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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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車噴油入門課程 

在勞工事務局的技術協助下，成功舉辦了為期兩個多月

的「汽車噴油入門課程」，學員在專業導師的指導下學到有

關漆料的種類及特性、噴漆的技巧、及車輛表面損傷的修補

方法等。

（二）電腦操作及中文輸入法基礎課程

鑒於電腦操作於職場上已逐漸成為基本技能之

一，為使學員能增加競爭力及重返社會，安排為期

一年之電腦操作及中文輸入法基礎課程。學員透過

此課程增加本身的能力，加強重投社會之信心。在

資深電腦導師的指導之下，學員學到了基本電腦操

作、簡單電腦文書處理工作及倉頡中文輸入法，更

將此等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如處理院舍物品預算

等。 

（三）野外歷奇課程

為培養學員面對困難之適應能力以及作為情

緒舒緩的其中一種方法， 2009年12月16日為期一

天的野外歷奇課程，在資深山藝導師的指導之下，

學員初嘗“歷奇”的樂趣，亦加強學員新事物之接

受性。學員通過學習及實際應用而提升了他們的自

我效能，令他們對適應社會有更大的信心。

（四）朝陽義工小組培訓課程

為使學員瞭解到他們是有能力去幫助其他

人，2009年安排了為期四週的義工培訓課程。

在專業導師的教導下，學員不但加強了對義務工

作的瞭解，更親睹義務工作者如何去幫助有需要

的人，使學員明白到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可做到的

「施比受更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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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礎英語課程

現今的澳門已經是一個國際化城市，英

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要求於各行各業都十分普

遍，為拉近學員與現今社會需求的距離，該

會除了為學員安排專業的技術課程外，同時

亦安排了英語課程。在專業外籍英語教師的

指導之下，學員掌握了日常生活上所必須的

英語詞彙，以及基本的英語聽寫能力。

二. 探訪及社區活動

（一）「守望相助」探訪系列活動

全年共到訪過八間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機

構，當中包括：歐漢琛慈善會（戒煙門診服務中

心）、澳門聾人協會（聾人服務中心）、澳門鏡

湖醫院（康寧中心）、澳門利民會（旭日中心）、

澳門扶康會(寶翠中心)、澳門明愛青洲老人中心、

澳門弱智人士協會(啟能中心)。

學員在每次探訪活動中分別透過表演、互

動遊戲及致送紀念品等與各機構會員表達關懷及進行交流。透過以上探訪活動，學

員學到「施與受」的意義，亦加深了他們對社會上其他弱勢社群的認識，使他們更

能懷著互愛的精神去持續戒毒康復療程。

（二）第五屆「禁毒」籃球邀請賽

承接過去四年以禁毒為主題之籃球賽，目的是讓該會學員及參加者體會到運

動所帶來的正面信息及樂趣，同時亦增進機構

間之相互交流。2009年之禁毒籃球邀請賽得

到三間機構團體的支持並派出隊伍參與該次活

動，當中包括：C&C公政律師事務所、澳門葡

人之家協會、以及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當日

約有80多人出席活動，氣氛激烈，賽程緊湊，

各隊均以最佳狀態上陣，觀眾們都看得津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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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跟隨活動後之燒烤晚會亦有近40人參加。整個活動讓學員感受到社會人士對

他們的支持和鼓勵，亦透過參加比賽之熱誠，增強了他們面對康復中的挑戰和決

心。

（三）第二屆「向毒品說不」聯校足球邀請賽 

承 接 去 年 以 「 禁 毒 」 為 題 的 聯 校 足 球 邀 請 賽 ， 今 年

A R T M 持 續 舉 辦 是 項 活 動 ， 令 本 澳 青 少 年 透 過 運 動 去 傳 揚

「向毒品說不」的訊息。是次聯校足球賽共邀請了澳門葡文

學校、澳門國際學校、澳門三育中學及宣信教育中心四支青

少年足球隊。各支隊伍均全力以赴，演出精彩的比賽。而

賽後的聚餐更令青少年們聚集一起互相支持及瞭解，並頒發

2009年 度 預 防 設 計 比 賽 的 獎 項 。 透 過 此 次 比 賽 參 與 的 青

少年瞭解到「禁毒」的重要性及以健康運動作為「向毒品

說不」的方向。

（四）第七屆「向毒品說不」足球邀請賽

ARTM另一項主要社區活動是以「向毒品說不」為主題的足球邀請賽，目的是

為了宣揚健康體魄和拒絕毒品的訊息，活動亦有

助加強所有戒毒機構及相關政府部門間的合作和

聯誼。2009年之禁毒足球邀請賽得到七間機構團

體的支持，並派出隊伍參與，當中包括：澳門社

會工作局、司法警察局、澳門監獄、澳門葡文學

校、C&C公正律師事務所、澳門葡人之家協會、

以及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青少年拓展部。該次

活動讓該會學員體驗到健康體魄之重要性及決心、自信心、及進取心對個人發展之

幫助。社會各界對學員之支持更使學員能更有效康復、重返社會。

（五）「再生新能量」設計比賽

因應預防青少年暑假期間的濫藥行為，ARTM在

得到澳門摩卡會的贊助下於2009年8月間舉辦了一項

名為「再生新能量」的環保設計比賽，希望透過是次

活動在暑假期間提高青少年對毒品的警覺，提醒青少

年毒品的禍害。該活動得到各政府部門如教育暨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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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社會工作局及各民間團體的支持下順利舉辦，共得到接近一百名青少年的參

與。對向社區推廣「無毒」的訊息有很大的作用。

（六）「我都做得到」攀爬活動

於2009年11月得到A.J. Hackett Macau 

Tower Ltd.的協助，學員參加了「我都做得

到」攀爬活動。該活動之目的為使學員互相鼓

勵去克服障礙。雖然活動前學員對此缺乏自信

心，但經彼此互相幫助鼓勵下終能克服困難，

學員表示由此增加了對康復的信心，更能有助

學員面對困難。

三. 職工培訓及研討會

為了更有效地協助戒毒人士脫離毒癮以

及重返社會，ARTM要求每位職員都必須抱有持

續學習新知識與提升服務能力的積極態度。於

2009年該會除了積極派員參加由澳門社會工作

局所安排的專業培訓課程外，亦先後進行了一

系列與戒毒康復工作相關之培訓活動，當中包

括：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作實地考察及經驗交

流、參加由澳門心理治療協會安排的「認知行

為治療師培訓」課程、主辦由澳洲ANEX提供說

明針筒交換計劃的工作坊。以上活動有助提升中心職員對濫用藥物及外展個案的輔導

服務的質素。

ARTM一向積極參與各類國際性研討會，而於2009年先後參加之國際性研討會包

括：聯合國毒品及犯罪辦公室（UNODC）於維也納舉辦之「Beyond 2008 國際NGO交流

會」、「2008年巴塞隆拿緩減傷害國際會議」、「2009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的「建構偏差行為領域青年服務藍圖（專家會議）」以及參加澳門

社會工作局往新加坡之業界考察。通過這些研討會，讓職工能與不同地區的專業人士

分享及交流，亦了解到現時不同地區在防治毒害工作上的最新情況以及需要加強注意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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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工作：

（一）家屬支援小組

由於藥物濫用者之家屬長期困於傾訴無

門、左右為難及無助的問題下，家屬們所面

對的壓力亦相當之大，加上日常生活中所面

對的問題層面可能會很多，如婚姻問題、子

女及青少年問題、經濟問題、家庭暴力等問

題，因此ARTM繼續發展家屬支援服務，通過

每月一次的小組聚會來建立一個互相支援的

關懷網絡，同時亦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讓有需要的市民尋求協助及咨詢。2009年家

屬支援小組為參加者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以身心健康為主題的工作坊、在澳

門科大醫院的協助下提供了免費醫療保健咨詢及講座、聯誼活動及文康活動等。

五. 其他發展：

2009年ARTM與澳門大學心理學學系及澳門理工學院社工系合作，為學生提供實

習場地，實習內容包括：個人輔導、小組治療、活動統籌、以及一些簡單的行政工

作，好讓他們從實際工作中感受一下戒毒復康工作中的各樣挑戰，亦課堂上所不能體

會到的工作經驗及實踐。

ARTM於2009年共為本澳七間學校推行預防藥物濫用講座，計有：葡文學校、庇

道學校、澳門三育中學、國際學校、加拿大學院、聖羅撒女子英文中學及高美士中葡

中學，全年共有935位學生參加，並與澳門少年飛鷹會合作，全年位於路環的治療中心

共接待約有444位學生到訪，並由輔導人員講解有關毒品對身體、心理及社會所帶來的

害處，以及教育學生們如何有效地拒絕毒品的誘惑。

此外也有不少民間機構於2009年到訪ARTM位於路環的治療中心，計有：星際娛

樂場（4位員工）、澳門拉闊網絡協會（5位義工）、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約20位

學生）、澳門青暉舍（6位學員）、澳門社會服務中心（約20位義工）、澳門明愛(約

10名義工)、澳門循道衛理【社會服務處】（約20位青少年）、澳門土生葡人協會（約

20位會員）、澳門循道衛理【建華家庭服務中心】（約10位家長）、澳門新華學校

（約20位學生）、澳門科技大學（約80位學生）、以及青年義工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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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 2009年住院情況

2009年總入住個案及再度入住個案與2008年相約，共有38人。評估自願入

住個案持續增長與外展部轉介工作、戒毒動機和需求有關，自2009年1月份至12月

份，經由外展部輔導後自願入住的個案共有33位，佔2009年總入住個案的87%。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於2008/09年度入住的學員當中，成功完成一年戒毒

康復治療的有4位，其餘學員預算需於2010才完成，ARTM正逐步安排學員的輔導

及治療工作，協助學員完成治療及尋找其日後的出路。

2006年 - 2009年住院情況



84  五. 民間戒毒工作

2009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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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外展部

外展部簡介

為 加 強 對 高 危 吸 毒 者 、 性 工 作 者 等

族 群 對 緩 減 傷 害 的 認 識 ， 促 使 藥 物 濫 用

者及性工作者明白共用針筒等注射裝備的

害處，和使用安全套來預防傳染病的重要

性。澳門戒毒康復協會（ARTM）在2008年

6月16日成立「外展部」，進行對藥物濫

用者及性工作者推廣「緩減傷害」（Harm 

Reduction）外展系列等活動。

理念

外展工作主要對象為海洛英吸食者，目的是為了宣揚禁毒的訊息並勸導他

們，提升他們的戒毒動機、戒除惡習；透過外展工作亦可獲得最新的藥物情報及相

關群體的近況，以便作出有效的對策。

另一方面，將正確的個人衛生及護理常識、傳染病（如：愛滋病毒、肝炎、

性病等）的預防知識、不共用針筒及針具等訊息宣揚給高危群體，亦成為外展工作

的其中一環。依著減低傷害（Harm Reduction）的理念，該會的工作人員定期向針

筒使用者派發附有清洗針筒方法的宣傳禮物包，並向他們說明藥物濫用與傳染病的

關係。

2009年活動

一. 外展部服務

以最直接的方法去接觸有藥物濫用/依賴行為的社群。外展部每星期一至五都

有外展活動，工作人員會到藥物濫用者出現的地方接觸及協助他/她們，向他/她們

派發一些日用品、降低傷害物資及禁毒宣傳品，並向他/她們傳遞緩減傷害的必要

性，同時工作人員會主動了解藥物濫用者的實際需要及幫助他們提高戒毒的動機，

並提供資訊及途徑以幫助他們各類實際所需。

(一)派發針筒和其他注射用具

由於很多藥物濫用者為了節省金錢，往往重複使用同一支針筒，甚至和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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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一支針筒，這些行為都大大增加傳染病傳播的

機會。有鑑於此，外展部會派發新的針筒、注射用

具及安全針盒給藥物濫用者，鼓勵他們將使用過的

針具放在安全針盒內並携帶回外展部放落在外展部

的針筒棄置回收箱內，目的是減低共用針筒的機會

和傳染病的傳播，更大大保障了居民的安全和社區

的衛生。

（二）宣傳有關傳染病的危害和預防方法

對傳染病高危族群如藥物濫用者及性工作者等宣傳有關傳染病對人的危害、

傳播途徑及預防方法等，這都是為了能減少相關傳染病在這些族群及社區中傳播，

如丙型肝炎和愛滋病等。

（三）回收棄置針筒

為了減少棄置針筒在社區造成的影響，如因

在社區中隨處拋棄所造成的潛在危機，甚至是藥

物濫用者間共用針筒。外展部特設置針筒回收獎

勵計劃，希望能有效的回收棄置針筒，從而降低

棄置針筒因留在社區而產生危害並減低共用針筒

的機會。2009年，外展部總共回收了42,928支棄

置針筒。

(四)提供免費午膳

為了避免藥物濫用者因缺乏維持最基本生理

的需求，可能就造出一些傷害自己或危害他人的行

為，如偷竊或搶劫等，外展部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午

膳服務。

（五）提供沐浴服務

乾淨整潔的身體，不單能為人提供良好的形象，同時減少了因細菌病毒的滋

生而受到可能感染的傳染疾病。外展部為藥物濫用者提供沐浴服務，維持個人及社

區的公共安全和衛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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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派發應急物資(如毛毯和衣服等) 

不少藥物濫用者的經濟狀況極差，特別是露宿

者，外展部會就天氣、季節等轉變情況下，派發一

些應急物資，如毛毯、衣服、食物等；另外，針對

使用沐浴服務的藥物濫用者，外展部也會提供一些

衣物供其更換，以改善其個人衛生狀況。

（七）為藥物濫用者及街坊鄰里提供健康護理服務

外展部設有專業護士，為藥物濫用者及社區街

坊提供一些簡單及緊急的護理，如量血壓、傷口護

理等。同時會定期舉行健康講座，為藥物濫用者講

解有關濫藥對身體的傷害、向他們推廣減低傷害服

務，希望能藉此減低相關傳染病的傳播。

（八）免費接載服務

很多服務對象因為濫藥的習慣而導致身體虛弱和行動不便，故此，外展部因

應情況會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接載服務，讓他們能及時到醫院接受適當的治療。

（九）為性工作者派發安全套及宣傳小冊子

愛滋病的預防同為「減低傷害」的一部份，外展部會在性工作者出沒頻繁的地

方，派發安全套及小冊子，宣傳愛滋病對人類的危害，推廣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

（十）愛滋病快速測試

注射型藥物濫用者為感染愛滋病的高危族群之

一，有見及此，本機構外展部於2009年5月增設為

針對注射型藥物濫用者而提供的愛滋病快速測試服

務。一方面能達到早期檢測的目的，另一方面，能

增加服務對象對愛滋病的關注，並透過測試的過程

能提高他們對該病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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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夜展活動

約每星期一次，工作人員會輪流到藥物濫用者或性工作者出現的地方、派發

緩減物資和宣傳品，同時推廣「緩減傷害」對他/她們的重要性，加強他/她們的自

我保護意識，例如使用安全套進行性行為及避免共用注射用具等，提供預防方法和

尋求協助的途徑。另外就藥物濫用者方面，工作人員還會嘗試加強他/她們的戒毒

機動機和動力，期望藉此增加其戒毒的意願。

三. 流動針筒交換服務

一些藥物濫用者由於行動不便或其他原因並沒有前來外展部接受服務，針對

這一部份人士的需要，外展部於2009年9月開始流動針筒交換服務。星期一至六，

工作人員在早上前往藥物濫用者聚集的地方，收集他們用過的針具並派發新的針具

予他們。此服務除了減低他們共用針筒的機會外，還大大降低了棄置針筒對社區帶

來的傷害。

四. 大型社區活動

（一）社區紅絲帶活動

紅 絲 帶 活 動 是 一 個 世 界 性 的 活 動 ， 目 的 是

增 加 大 眾 對 愛 滋 病 的 認 識 及 消 除 對 愛 滋 病 人 的

歧視。為了提高本澳青少年及學生對愛滋病的認

識，外展部於2009年6月舉行社區紅絲帶活動，

活動內容包括紅絲帶設計比賽及書籤設計比賽。

學生反應踴躍，外展部共收到數十份的作品。

（二）再生新力量硬幣筒設計比賽

很多人對藥物濫用者普遍存在歧視與誤解，認為他

們是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即使他們脫離毒癮，也不願接

納他們。其實，戒毒的路是漫長而辛苦的，歧視只會動搖

他們戒毒的決心和持守的恆心。為此，外展部舉行了再生

新力量設計比賽。目的是宣傳“垃圾可以重生”的訊息。

讓市民大眾知道關懷、鼓勵、體諒和接納才是真正可以幫

助藥物濫用者戒除毒癮和有重返社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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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愛滋病日大型宣傳活動

12月1日是世界愛滋病日，由於本澳居

民普遍對愛滋病不了解，工作人員及義工在

議事亭前地向市民和遊客派發宣傳單張及減

害物資（如：安全套、紙巾等），希望透過

此 活 動 能 夠 提 升 人 們 對 愛 滋 病 的 認 知 。 晚

上，外展部職員和理工大學生到澳門各娛樂

場所（如：卡拉ＯＫ、酒吧等）向途人派發

宣傳單張及減害物資。

2009年外展部轉介及免費午膳服務情況

外展部於2009年全年總服務為13,469人次（圖表一），包括為藥物濫用者提

供心理輔導、健康講座、健康護理、沐浴服務、向性工作者等高危族群推廣傳染

病相關知識、以及相關的外展服務等；而藥物濫用者在外展部接受午膳服務共有

5,057人次，當中男性4,355人次、女性702人次（圖表二）；經外展部輔導、提升

戒毒動機後，願意踏出戒毒第一步，而被轉介至相關戒毒治療中心之服務對象共有

38人（圖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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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街坊鄰里的關係

在外展部成立初期，由於服務對象的身份特殊，附近居民普遍存在不滿。有

時服務使用者由於藥物的影響，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更令居民時有投訴。為了消

除居民的疑慮，並讓他們了解服務的宗旨和目的，外展部定期舉辦活動和居民進行

交流和溝通，希望能藉此可以讓彼此得到共識，增加彼此的了解。至今，外展部已

成立超過一年了，居民的態度已有了顯著的改變。部份居民更稱讚外展部的成立改

善了社區衛生和公共安全。

外展部和街坊的活動有：

一.街坊交流會

每三個月一次，外展部都會舉辦街坊交

流會，在交流會期間，工作人員會向街坊說

明工作的目的和宗旨，並告知他們最近的工

作情況；街坊交流會亦提供一個平台讓街坊

發表意見，這些意見能幫助我們了解到現時

工作的利與弊，並作出改善。

二.清潔街道服務

每個月，外展部員工都會為附近居民清

潔街道兩次。期間，有意幫忙的服務使用者

也可以參與。此舉除了能有效地維護公共衛

生外，亦能給予服務使用者一個機會為社區

作出貢獻，提高他們的自我價值觀。另一方

面，此服務令附近居民對藥物濫用者改觀，

部份街坊曾向我們說：“原來這個群體中也

可以幫助別人” 。

三.張貼月刊

外展部每個月都會在大門口張貼一張月刊。月刊的內容除了外展部日常工作

或大型節目外，還會向街坊介紹一些毒品資訊及精神病的知識，希望藉此能向附近

家庭宣傳禁毒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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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日獻關懷活動

對 中 國 人 來 說 ， 很 多 節 日 如 農 曆 新 年

都是一個獻出關懷的機會。故此，在每一年

中，外展部於特定的節日都會送一些小禮物

或食物予街坊鄰里，向他們問好並表示我們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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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康復中心

機構簡介

澳 門 基 督 教 新 生 命 團 契 於 1 9 9 6 年 6 月 1 7 日 成 立 ， 為 一 間 非 牟 利 福 音 戒 毒

機 構 ， 秉 承 基 督 愛 人 的 精 神 ， 協 助 藥 物 濫 用 者 戒 除 毒 癮 、 重 建 家 園 及 重 返 社

會。1997年設立康復中心，為男性藥物濫用者提供住院式戒毒服務；2000年增設

外展部，負責處理求助及跟進個案工作。

2009年工作簡介

一. 學員入住情況

2009年，康復中心共有16名藥物濫用者入住（共20人次），其中首次入住有

4名；每月最高入住人數為5名，最少只有1名。1名學員順利完成一年療程，2名學

員現正接受療程，餘下13名則未能完成整個療程而中途離院，平均入住日數少於

15日佔77%（共10名）。至於在離院原因方面，大部分均表示與戒斷期間的心癮

有關，佔整體離院人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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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舉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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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院舍管理培訓課程

端午節活動

戒毒服務專業交流活動

聖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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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服務專業分流活動

三. 外展工作

2009年，新生命團契康復中心外展部在去年的基礎上，加強了幾方面的工

作，1.增加外展工作次數；2.開拓不同類型及方式的康樂活動；3.進行服務使用者

的相關調查工作。

(一) 求助個案

外展部本年接獲47人次求助，其中有41人次申請入住康復中心，13人次

申請成功，1人成功轉介青年挑戰中心。另外為6人提供家人或朋友諮詢

服務。

(二) 外展工作及宣傳減低傷害

外展次數：90次

派發減低傷害物資總數量：909份

接觸人次及人數：男781人次(75人)，女133人次(13人)，共914人次

(88人)

(三) 社區宣傳教育

工聯北區服務中心義工培訓

協助林則徐禁毒宣傳活動

(四) 偶發性活動

2009外展活動系列(訪談、追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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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活動中，機構工作人員共接觸外展對象345人次，一方面為他們傳達了

減低傷害訊息，另一方面亦舉辦了多項興趣活動，包括電腦入門班、桌球活動、燒

烤以及聖誕聯歡會等，合共30人次參與。

至於在問卷調查方面，共訪問了60位海洛英使用者，大部分受訪者均期望機

構能多提供一些有益活動參與，中心根據調查結果將進行深入探討及嘗試。

(五) 其他

向戒毒復康處提供1次小組活動

協助康復中心活動(NLP同工培訓課程、全國禁毒研討會)

協助團契活動(中秋聯歡及聖誕聯歡)

協助編輯SMART YOUTH MAGAZINE

協助總辦事處聯絡工作

拜訪歐漢深戒煙會

總結/展望

2009對於本澳戒毒服務來說是艱鉅且挑戰的一年，毒品問題依然受到廣大社

會的關注，包括相繼成立禁毒委員會、建立濫藥者中央登記系統、新禁毒法相繼出

台等，戒毒復康工作因應社會轉變百花齊放，戒毒工作應不斷創新求進，持續提升

服務質素。

2009年透過外展接觸服務對象雖然共有88名，但礙於受到場地侷限、未能提

供後續跟進服務，因此將加強宣傳工作，例如製作宣傳單張，並向服務對象或其他

民間機構派發，讓更多人了解中心服務。另外，隨著本澳戒毒服務的急速發展，美

沙酮維持治療計劃在海洛英吸食者中漸趨普遍、以及濫藥者家屬在社會心理層面的

需求漸受關注，來年中心將繼續加強相關工作的發展及配合，藉著推展更多元化及

更針對性的服務，透過信仰進一步協助戒毒學員脫離藥物依賴，並為重建家庭和社

會功能、順利重返社會創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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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

機構簡介

因應社會不斷變遷，青少年濫藥問題日益嚴重，澳門基

督教新生命團契於2003年增設青少年拓展部 (Smart-Youth)，協

助及輔導有濫用藥物傾向或依賴之青少年，並進行基層及中

層預防濫藥工作的推廣。2009年3月正式改名為S.Y.部落，

以深宵中心及深宵外展隊的形式推展服務。

服務內容

S.Y.部落主要以外展及深宵中心模式為有藥物濫用或依賴傾向的青少年提供

服務。外展服務以外展手法讓青少年得悉中心的各項服務，並設立身體檢查服務

站，為高危青少年族群提供即時的簡單身體檢查及濫用藥物禍害的訊息，以達至

減低傷害的理念；深宵中心服務則在晚上及深宵時間透過中心的設施吸引一些夜

遊高危青少年族群，為他們提供一個聚腳點，籍此讓青少年在健康的環境下進行

正規娛樂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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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工作摘要

一. 深宵中心服務概況

2009年3月，S.Y.部落深宵中心正式對外提供服務，3月至12月共錄得3,040

進場人次。深宵中心以活動場所形式吸引區內高危青少年進場，並以“減低傷害”

手法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中、高層濫藥預防教育，同時配合外展工作為高危青少

年提供一個安全消遣場所，有助工作人員對高危青少年進行藥物濫用的輔導及跟進

工作。為確保資源能有效運用，深宵中心下半年推行會員登記制度，9月至12月共

有60人成功申請成為會員，當中男性45人，女性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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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宣傳品（年曆咭）

二. 外展工作情況

2009年工作隊接觸青少年共1,450人次，其中以關閘前地比例最多，共954人

次，皇朝區共356人次，而透過夜場外展活動“S.Y.之夜”所接觸則有14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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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工作

2009年，由S.Y.部落登記的濫藥青少年人數為136人，年齡主要介乎16至25

歲，佔整體人數超過9成，至於在濫用物質方面，氯氨酮（俗稱K仔）仍然是青少

年濫用的主要毒品，但吸食甲基安非他命（俗稱冰）的人數於下半年則有明顯上升

的情況，值得社會關注。

四. 康體活動

因應青少年的個別興趣，透過舉辦及參與各類文娛康樂活動，讓青少年能發

揮個人專長及培養良好興趣，並為日後投身社會工作鋪路。2009年舉辦的活動包

括舞蹈隊、西餅班、足球班、桌球班、結他班及燒烤活動等。

舞蹈班

西餅班

桌球班

結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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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防濫藥生活營

透過小組工作及歷奇活動，為濫藥青少年帶來高震撼的體驗及感受，加強青

少年對自我能力的信心、強化解決問題的能力，期望能提升青少年減藥或停藥的動

機。

六. “活得健康”身體檢查計劃

為了提升濫藥青少年減藥或戒藥的動機，S.Y.部落於2009年與協同醫務所合

作，透過外展社工接觸共36名濫藥青少年，為他們提供各種身體檢查項目，並藉

著資料搜集、統整及分析，進行一項名為“活得健康身體檢查”之“澳門濫藥青少

年身體狀況”調查，並於2010年2月11日完成研究調查發佈會。

七.  2009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議

為了擴闊員工視野及介紹本澳有關青少年濫用藥物的中層預防工作，S.Y.部落

派員參與是次會議，並發表《從澳門青少年濫用藥物問題探討介入工作》，以加強

與鄰近地區的工作服務交流。

八. 員工培訓系列

為了讓工作人員對自己的長處及限制有更多的了解，從而摒除在助人過程中

的個人障礙，2009年共舉辦三項培訓活動，包括NLP身心語言程式工作坊、外展面

面觀工作坊及退修營。

九. “微光行動”朋輩輔導栽培計劃活動

為協助濫藥青少年接受不同的技巧培訓，以增強戒藥決心、建立正面形象及

融入社會的信心。2009年持續推行“朋輩輔導栽培計劃”，透過聘請成功戒藥的

青少年成為朋輩輔導員，一方面藉著教育加強朋輩自身的抗藥能力，另一方面亦以

過來人身份為身邊的青少年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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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議

香港協青社---外展面面觀

Smart Youth magazine

NLP身心語程式工作坊暨退修營

朋輩輔導栽培計劃－正生會探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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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服務質素持續改進機制(QIM)

S.Y.部落於2009年參與由社會工作局推行的“服務質素持續改進機制(QIM)”

。透過計劃訂定明確的服務指標、制定及草擬各大小文本，務求以科學化的數據，

更準確地計算團隊的工作成效，透過更有系統的方法把有關資料存檔，以便日後進

行檢閱。

總結和展望

2009年對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青少年拓展部來說是轉變的一年，由3月

正式改名為S.Y.部落(Smart-Youth)，一方面維持原有的外展服務，同時亦因應社

會需要開展深宵中心服務，以“四無政策”（無煙、無酒、無粗口及無毒品）為

高危青少年族群提供一個安全的消遣場所，並宣傳減低傷害的訊息。在未來的一

年，S.Y.部落將按著QIM所釐定的藍本不斷深化現有的服務、持續培訓前線的員

工，讓他們在工作中得到更大的成就和滿足；同時，因應濫藥青少年的人數不斷增

加，把深宵中心營造成一所藥物教育的場所、加強員工培訓，建立一支專業的輔導

團隊，讓青少年濫藥服務工作朝向更為專業、更切合服務需求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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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隨著戒毒服務的發展，體會到康復者在重返社會的過程中，因個人謀生技能

不足、生活問題、未能即時適應社會等，誘發復吸機率的情況增加。因此在一群成

功戒毒康復者的發起及政府的支持下，於2000年成立了澳門第一個戒毒康復者的

自助社團－澳門更新互助聯誼會，期望透過戒毒康復者在彼此的鼓勵、協助與支持

下，推動戒毒康復人士更好的重返社會，發揮社會功能。於2003年12月經過會員

大會商議後，決定更名為“澳門更新互助會。

2009年工作回顧

澳門更新互助會屬下分成兩個部門，包括社會服務部及互助暨發展部（以下

簡稱營運部）。

一.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部分為會務服務及後續跟進－外展服務。會務服務主要提供就業輔

導及舉辦活動以豐富會員之持守生活，最後使之能建立一套正向的生活模式。而後

續跟進服務主要以外展形式，透過家訪、電話聯絡、轉介、面談等與剛戒除毒癮人

士保持接觸及跟進，使他們在重返社會過程中得到更多情緒上的支援和掌握持守之

資訊。

(一) 會務服務

1. 午膳服務

為會員提供免費午膳服務，以舒緩他們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的壓力，2009年共

服務了4,147人次。

2. 交流培訓及康體活動

2009年，由教育暨青年局成人教育中心贊助舉辦冷氣機清洗培訓課程，共有

60人次出席；另外，舉辦甲型H1N1流感疫苗和接種知多少講座，共有18人參與；

而社會工作局及其他機構舉辦的防治藥物濫用知識和各類培訓活動，共有26人次

參與，當中包括理監事、會員及工作人員等。參與香港培康聯會會慶、拜訪社福機

構，提升工作人員對藥物濫用防治知識、並鼓勵康復者多參與社會服務，從而加強

自我肯定及社會認同，相關活動的參與人數為31人次。

澳門更新互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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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活動方面，藉著每年舉辦節慶聯歡，聯繫會員及家屬，增加彼此的凝聚

力。2009年共舉辦了“互助互愛顯共融”、“做好掌門人”、“林則徐攤位”、“家

好月圓”和“九週年會慶”等。參與人數共411人次。

會員正聽取導師講解清洗冷氣機知識

會員在會址內製作會慶紀念品

會員參加探訪活動時大合照

林則徐攤位遊戲活動

九週年會慶晚宴情況

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種知多少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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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會員參與社會服務，鼓勵康復者運用工作技能，為弱勢社群提供協

助，包括為戒毒康復者、獨居長者、青少年、兒童、精神病康復者等有需要人士提

供滅蚊、清潔及家居維修等多項服務。2009年受惠機構共有27間，參與義務工作

共有302人次。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清潔滅蚊服務 會員正進行裝修工作

4. 非常義工外展隊

於 2 0 0 4 年 成 立 ， 由 戒 毒 康 復 者 組

成 ， 以 減 低 傷 害 作 為 外 展 隊 的 工 作 理

念。外展隊的工作包括：視察廢棄針筒

的 黑 點 、 到 各 區 撿 拾 廢 棄 針 筒 ， 派 發

宣傳單張及安全套，藉此加強藥物濫用

者、市民及性工作者對愛滋病病毒及其

他傳染病的危機意識。 

在2009年撿拾針筒的出隊次數有29次，出席人數共115人次，撿拾到的廢棄

針筒共206支，派發宣傳單張的出隊次數有18次，地點包括祐漢、加思欄、三角花

園、關閘以及北區一帶，全年派發宣傳單張及宣傳物品共有1,617份，出席人數共 

83人次，而視察黑點出隊34次，共有120人次參與。

(二) 後續跟進－外展服務

為社會工作局戒毒綜合服務中心離院個案提供接院服務、後續輔導及支援，

協助康復者拒絕誘惑，並共同籌劃日後的持守之路。2009年共1,753人次接受外展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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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部

2009年營運部承接各類型工作，包括剪草、滅蚊、清潔、搬運、維修及清洗

冷氣等。於2009年承接的工程共有762項，以搬運及清潔為主，共有2,574人次參

與，營業額為澳門幣 563,211元正。

三. 會員狀況統計

截至2009年會員人數有184人，正式會員26人，受助會員158人，而男性有

175人，女性則有9人，其中134人居於澳門，21人居於內地，其餘29人居住地不

明；年齡層方面，主要分佈在41至60歲，其中又以介於51至55歲的層級最多，佔

21%，其次是56至60歲，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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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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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結十年工作，互助會不論在社會服務或營運發展方面，都以積極的態度不

斷探索，尋求更多有助戒毒康復者重返社會的服務。

社會服務方面，2009年致力以「家庭為本」的發展方向，透過不同形式的活

動和聚會，鼓勵會員及其家人共同參與，強化家庭間的溝通和互動，增強會員間的

凝聚力，從而發揮互助及團結精神。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義務工作、製作十週年刊

物，亦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多角度了解戒毒康復人士。

在預防愛滋病的宣傳工作上，今年也藉著單張及安全套的派發，向性工作者

提供關懷及預防傳染病等訊息，讓會員在關懷社會市民同時，亦藉此建立正面形象

及培養利他的價值觀。

營運工作方面，開辦各項培訓及承接各項工程，讓會員除了可以學以致用，

亦能回饋社會，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展望

2009年營運部藉著各營運及義務工作培訓，加強各工作人員之專業及安全意

識。不斷發掘更多不同類型的工作機會，讓戒毒康復者有更多參與工作的機會，為

重返社會作更好的準備。

互助會未來將會把重心放在家庭服務上，將派工作人員到鄰近地區培訓，強

化家庭服務工作。加強關懷家庭上的需求，鼓勵家庭參與各項活動，改善家人間的

相處模式。

另外，加強對外界的宣傳工作，強化「過來人」的正面形象，透過義務工作

及營運部實習的機會，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並提升會員的就業能力，好讓他們

在重返社會的過程中得到更多的接納和社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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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歐漢琛慈善會成立於1989年，屬非牟利社團，2005年正式與社會工作局合作開

展“免費戒煙門診服務”，透過提供輔助戒煙藥物、社會心理輔導、工作坊及預防教

學活動、專業戒煙諮詢及評估等多元化服務，輔助澳門市民及早戒除吸煙惡習及認清

煙害。並長期與戒煙保健會共同分擔宣傳、教育和治療等工作。

戒煙保健會成立於1980年，為非牟利社團，是國際組織GLOBAL SMOKE FREE 

PARTNERSHIP成員之一。成立近卅年來，致力倡導戒煙工作，備受社會關注。及後有

鑒於吸煙年輕化的情況日趨嚴重，遂成立青年委員會，集結一班熱心的教育工作者及

年青工商界人士擔任領導核心，繼續本著“以保健為中心，戒煙為號召”的宗旨積極

拓展戒煙訊息。

工作簡介

一. 免費戒煙門診服務工作總結

歐漢琛慈善會在2009年的戒煙求診總人次為1,217人（表一）（男981人次，女

236人次）；初診戒煙人數共475人，其中求診年齡最低為14歲、最高為80歲，並以

20至30歲及30至40歲年齡階層人士最多（表二）及(表三)。在成功追蹤的364名個案

中，成功戒煙者139人，成功率為38.2％。

戒煙保健會

歐漢琛慈善會免費戒煙門診服務及戒煙保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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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防性活動及出版刊物工作總結

針對本澳青少年學生吸煙現象日趨嚴重，2009年重點開展學校工作，先後應

邀到澳門三育中學(中文部)、嘉諾撒聖心女子中文中學及粵華中學舉辦互動禁煙講

座、無煙健康嘉年華、預防教學活動課程（１個學期），以多元化及生動的形式介

紹煙草及煙害、澳門之禁煙法例及控煙工作；並建立了溝通渠道鼓勵吸煙學生接受

戒煙服務。

同時，歐漢琛慈善會免費戒煙門診與戒煙保健會及其他社團、學校合作，舉

辦多項活動向不同年齡階層的澳門市民宣揚無煙無毒及健康生活訊息；加強人員培

訓及對外交流，組團出席由“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的“第三屆兩岸四地煙

害防制交流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介紹本澳控煙工作及簽署《香港控煙宣言》，

並邀請了多位社工局及衛生局人員、立法議員參與。

此外，每年出版一次《戒煙與健康錄》免費贈閱，並定期與各大傳媒、政府

部門及有關社團聯絡，積極參與外界活動及會議，針對本澳禁煙法例之修訂積極提

出建議等，為建構澳門成為無煙無毒健康城市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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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戒煙日”嘉年華暨慶祝澳門特區成立十周年

第四屆澳門青少年反吸煙常識問答比賽

2009無煙拒毒健康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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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展望

1. 結合無煙、無毒為總宣傳路線，宣揚珍惜生命，樹立正確健康生活價值觀

  （無煙無毒，樂活e族）；

2 . 增設流動無煙禁毒宣傳車，主動出擊走入各社區推廣，鼓勵青少年從小建

立“無煙、無毒”的正確價值觀、廣泛地向吸煙人士宣傳戒煙禁毒資訊、

正確認識煙草及預防濫用藥物的危害；透過流動無煙禁毒宣傳車提供戒煙

諮詢、簡單心肺、二氧化碳含量檢查及量度血壓服務。

3. 擴大與本澳各大社團及各大工商機構聯繫合作，積極拓展活動空間，深入

民心，增加活躍度及品牌效應；

4. 關注青少年吸煙濫藥問題，繼續巡迴到學校及青少年服務機構內推行預防

教學活動；

5. 以新思維舉辦各類型的活動，讓更多人士瞭解吸煙對健康的危害及影響；

6. 出品一系列特色宣傳品，加強長期宣傳效果；

7. 優化門診服務流程，豐富服務內容、進一步邁向人員專業化，服務人性

化，資料系統化；

8. 緊密聯繫各界，積極做好十一月份在澳門舉辦之“第四屆－兩岸四地煙害

防制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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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工作

澳門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開展有關濫藥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利制定禁毒相關政

策和服務。為更準確掌握本澳吸毒人數和趨勢，社會工作局於2009年完善和擴

大了收集全澳濫藥人口的登記系統。為了更能充分利用登記系統的數據，計劃於

2010年就有關數據進行全澳濫藥人數的估算研究，並將再度開展有關大專生、中

小學生以及街頭青少年的濫藥調查工作，綜合地收集及深入分析本澳之濫藥情況。

在戒毒服務方面亦將開展美沙酮之臨床醫學研究，務求以更科學和務實的方

式開展優質服務。此外，社工局戒毒復康處一直有對戒毒求助個案和法庭有關毒品

判案之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報告本澳戒毒的數據和吸毒者的傳染病情況，以及比

較毒品罪案刑罰等重要參考資料。

(一) 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

社會工作局於2009年正式推行電子化的“濫藥者中央登記系統”，首年參與

填報的機構/單位共有15個，包括7個相關的政府單位和8個民間團體，共填報個

案次數為957，在排除當中的重疊部分後，確定的填報吸毒人數為626名。以下是

2009年度整體被呈報的626名吸毒者的資料分析簡報：

(1) 基本資料

--- 男性約佔四分三（76.5%）

--- 年齡最小的一位為13歲，最年長的73歲，平均年齡為31.6歲

--- 多在澳門（56.5%）出生，內地出生者也佔（36.9%）

--- 澳門居民佔八成（79.4%）

--- 多住在北區（45.4%）

--- 以未婚居多（61.5%）

--- 在教育程度上，小學（35.5%）和初中（36.4%）為主

--- 職業方面，無業的佔多（43.6%），全職的佔兩成多（22.8%），學生佔近

　一成（9.4%）

(2) 吸毒情況

--- 平均第一次吸毒年齡為21.5歲

--- 按人次計，吸食毒品種類以海洛因(即白粉、37.2%)和氯胺酮（即K仔、

     25.7%）多、冰毒則有（8.3%）

--- 約有三成(30.6%)吸毒者吸食兩種或以上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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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顯示吸食“傳統毒品”海洛因者一般傾於年長，平均年齡為43歲；而

     使用“新型毒品”K仔者則較年青，平均年齡19.7歲

--- 平均每一吸毒者每月在毒品上花費5,519澳門元

--- 吸毒的地方多在本澳（58.1%），在內地的佔（39.5%）

--- 吸毒場所多在自己家中（30.2%）、D場／K場（26.6%）和朋友家中（16.2%） 

--- 吸毒原因方面，最多是受朋輩影響(26.9%)，其次是為減壓(26.1%)

--- 在626名被呈報的吸毒者中，只有一名表示有與他人共用針筒

(3) 青少年方面

--- 在626名吸毒者中，有221名即約三分一（35.3%）是廿一歲以下者

--- 未成年人（18歲以下）佔青少年吸毒者五成多（53.8%）、未達刑事歸責

　 年齡(16歲以下)的有13.6%

--- 青少年吸毒者絕大多數濫用K仔(63.4%)，其次是冰毒(16%)

--- 吸毒原因多為受朋輩影響(41.1%)

--- 吸毒地方多在澳門本地(56%)，在內地的也有四成多(43.4%)

--- 吸毒場所以D場/K場為主(33.9%)，其次是在朋友家中(22.6%)

另外，統計結果亦發現，女性開始吸毒較早，年輕女性吸毒者的比例較高，

因此，有需要特別加強對年輕女性的預防濫藥工作。

展望來年，社工局將繼續擴大收集網絡，並將數據作年度的比較，相信更能

反映澳門吸毒者的真貌、吸毒情況和趨勢變化。

詳細資料可進入社工局的禁毒網www.antidrugs.gov.mo瀏覽“澳門藥物濫用者

中央登記系統-2009年報告書”。

(二) 澳門戒毒個案數據分析

社會工作局戒毒復康處之數據，主要為該年求助戒毒之個案統計，反映該年

度接受戒毒治療者的特徵。2009年中心跟進戒毒個案總人數為434人，較2008年

的388人升幅11.8%，當中有89名為新增個案，佔整體戒毒個案的20.5%。自1991

年直至2009年底，門診登記之戒毒個案累積總數共13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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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自1991年10月起, 戒毒復康處共累積登記有1372名戒毒求助個案。每年新戒毒個案數約有60~80人左右。

(1) 2009年總跟進個案與新求助個案之分析比較：

分析本年度門診總跟進的434名求診者特性：當中本澳居民有400名，非本地

居民有34名(包括24名內地、4名東歐女性、3名香港、2名台灣及1名印尼人士)。

各類戒毒治療服務中，以接受美沙酮服務為人數最多，2009年共有191名個案接

受美沙酮維持治療。求助者中，以海洛因使用者為多(佔78%)、年齡平均為41歲、

靜脈及肌肉注射者之比例為70%，其中20歲以下青少年有16人〈佔4%〉。與去年

的情況作比較，海洛因個案比例持續下降，以針筒注射吸毒之比例亦有所下降。使

用氯胺酮及其他新型毒品之求助個案則有上升的趨勢。

2009年89名新求助個案特徵方面，男性佔83%，女性佔17%；平均年齡為34

歲 。 年 齡 組 別 方 面 ， 以 2 0 - 2 4 歲 組 別 為 多 〈 佔 2 2 % 〉 。 2 0 歲 以 下 青 少 年 有 5 人

〈佔6%〉，年紀較大者以吸食海洛因為主，而青少年則以氯胺酮及其他新型毒品

為主。

綜合各類指標，2009年戒毒求助者中，注射海洛因之情況仍然較為普遍，而

新求助之吸毒者中濫用氯胺酮的比例有所上升，當中以20-24歲之青年人居多。

(2) 近年新求助戒毒個案之趨勢分析：

經比較過去五年新求助個案資料，在吸食毒品種類方面，海洛因在近年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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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濫藥求助者一直以成年人居多，30歲以上之比例超過六成，主要以吸食海洛因為主；隨著「違法青少年監管制度」的推行，及17/2009
       號法律的生效，透過社會重返廳轉介接受治療之青少年將會有所增加。

續下降之趨勢，而使用氯胺酮之個案則持續上升；按求助年齡及吸毒史分析，近年

新求助個案年齡平均在35歲左右，吸毒史平均超過10年，2009年之個案甚至達13

年，顯示吸毒者在吸毒初期之自願求助戒毒動機明顯不足。由於近年推出美沙酮維

持治療服務，吸引了一些長期吸食海洛因之隱藏個案參與美沙酮計劃，2009年有

個別新增之美沙酮個案之吸毒史特別長，有些個案吸毒35~37年後，才第一次尋求

戒毒治療。詳細情況可參考以下圖表：

圖2. 女性比例約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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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首次吸毒之年齡在近年有下降趨勢，2009年新求助個案中，平均首次吸毒年齡為22歲，為近年最低，主要原因與吸食氯胺酮之個案開始尋求治
        療有關，而且吸食氯胺酮之個案中，首次吸毒之年齡亦相對為低。至於濫藥史方面，近年持續上升，2009之新個案中，平均使用毒品達13年後
        才開始求助戒毒，為近年最高。分析原因可能與美沙酮服務有關，該服務吸引了一些年長及長期使用海洛因之個案參與。

圖5. 吸毒種類一直以海洛因為主，但近年來有持續下降的趨勢，2009年佔43%，是歷年的最低。考慮到濫用氯胺酮日益嚴重，2008年開始新
       增氯胺酮統計項目，2009年濫用氯胺酮者持續上升，達26%。而興奮劑在2008年下降後，2009年又有所回升，2009年發現的興奮劑主
       要以冰毒為主，而非早年的搖頭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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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使用毒品方式仍以靜脈注射為主，2009年約佔31%，值得注意的是鼻服在近三年有上升的趨勢，主要原因與吸服氯胺酮的個案數增加有
       關，另外嗅服之比例上升，與吸食冰毒有關。而搖頭丸使用有所下降，口服吸毒之比例亦相對下降。

圖7. 新求助者中，本澳及內地出生者為主流，2009年以內地出生之比例較多。與2005及2006年比較，近三年內外籍人士求助情況持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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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以單身比例佔多，而已婚及離婚比例亦佔一定比例，離婚比例在近年為11%左右，顯示吸毒對家庭之影響不能忽視。

圖9. 新求助個案過去一直以無業者佔大多數，但近年就業情況有所改善，2008年就業率高達57%。但2009年的金融危機下，澳門的經濟及就
        業受到影響，求助個案之就業率直接受到影響，而下降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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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近年最為關注的HIV感染，擴散之趨勢得到控制，近三年均維持較低水平，丙型肝炎之感染率亦有所回落，主要原因與服用新型毒品之求助者
          增加有關，該類個案與傳統海洛因注射者不同，較少感染丙型肝炎。而以注射方式吸毒感染丙型肝炎之機率仍然高企, 詳細可參考圖11。

圖11. 在2009年接受身體檢查之個案，以針筒注射方式吸毒的有53.8%。而注射組別感染傳染病情況遠超於非注射組別，當中以丙型肝炎及
          HIV感染最為明顯。其中，針筒注射者在HIV感染機率上，非注射組別為0%，丙肝的感染率也有明顯的差異。

(三) 戒毒者之傳染病感染情況

2009年，戒毒復康處為戒毒求助者安排各類醫療檢查共1136次。丙型肝炎的

感染率為59%；乙型肝炎為10.1%，感染肺結核(TB)者有16%。由戒毒門診中心發

現之HIV新感染個案共3人，感染率為1.8%。根據衛生局的資料，該年全澳經共用

針筒感染HIV病毒的個案亦只有該三名，HIV病毒在吸毒人群中擴散之情況基本受到

控制。可見美沙酮維持治療計劃、各項減害措施、以及加強減害外展服務已發揮了

實際的功效。具體數據可參考下列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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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毒品罪案資料分析

根據本澳第17/2009號法律第33條(即前第5/91/M號法令第40條)之規定，法

院須將毒品相關之裁判書副本送交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作存錄。經收錄及統計，

於2009年收到161份毒品有關的案件判決書、28份要求查詢戒毒治療情況，合共

189份與法院相關之文件，而由社工局發出相關的治療報告共79份。

近年毒品案件之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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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結分析要點

2009年被起訴之個案較2008年略增，約有4%的升幅。年齡方面，以20-24歲

及30歲以上兩種年齡群組為主，在2009年20-24歲的比例有明顯的升幅，此外20

歲以下的涉案人數比例亦有所上升，顯示毒品犯罪有年輕化的趨勢。在犯案原因方

面，以持有毒品(自用)之情況較多，次之為持有吸毒用具，其餘則為販賣及小量販

賣，在2009年販賣明顯有所上升，在刑罰方面仍然以罰款及緩刑為主，而監禁刑

罰則略有上升。綜合上述，2009年澳門毒品判案情況，量刑較輕者居多，犯案者

年輕化跡象仍需關注。由於第17/2009號之新禁毒法例已於2009年9月10日生效，

在緩刑判決的附加條件須接受戒毒治療之比例，近年約佔9%左右，至於在緩刑期

間未能達至治療目標而被延長緩刑期再繼續跟進治療則較往年上升，這對提升吸毒

者接受戒毒治療及接受操守監管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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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流合作

為了解國家在禁毒方面的最新政策和國際禁毒工作情況，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9年積極參與區域及國際性的禁毒會議，並開展與外地禁毒機構的交流和合

作，以提升本澳的禁毒工作。

第52屆麻醉品委員會會議及高級別會議

社會工作局葉炳權局長及戒毒復康處韓衛處長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與於

2009年3月11日至20日期間在維也納舉行之“第52屆麻醉品委員會會議及高級別

會議”，國家代表團由中國常駐維也納特命全權大使唐國強及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孟

宏偉率領，國家禁毒委常務副秘書長楊鳳瑞、王謙榕、安國軍等重要官員均出席了

是次會議。

高級別會議於3月11日至12日舉行，主要對大會第二十屆特別會議通過的《政

治宣言》作一般性辯論，特別是評估所訂定的目標是否取得進展，討論的主題包

括：世界毒品問題的新挑戰、加強國際合作和分擔責任、全面開展減少需求、治療

和預防政策、打擊非法販運和供應、及實行農業替代發展等。常規會議於3月16日

至21日進行，主要由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報告2008年全球濫藥數據分析，關注氯胺

酮被濫用之危機，以及鼓勵各國在防止通過互聯網販毒的工作上開展更多的工作。

會議中由各國分別就大會第二十屆特別會議所通過的政治宣言及目標達成情況作報

告。由於合成毒品(安非他命類)物質的全球監控系統仍有不足，因此是次會議力求

推動國際數據收集系統的建立與完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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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重大的國際性會議，讓出席者緊貼全球濫藥各方面的最新行動策

略，並從中與各地禁毒領導人員之間互相認識，有助加強合作，對澳門禁毒工作

有實際的意義。(有意了解更多相關訊息者可瀏覽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事處網

頁：http://www.unodc.org.)

2009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討會

為加強與內地與香港禁毒事務的交流合作，社會工作局及禁毒委員會組織代

表團於10月19日至24日，出席在廣西桂林市舉行的“2009年全國藥物濫用防治研

討會”。

是次會議由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主辦、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社會工作局合

辦，主題為“以人為本、多元服務、防治結合、加強康復”。提交至大會的文章約

100篇，本澳的佔11篇。會議出席人數超過180人，澳門與會者共52人，包括社會

工作局副局長容光耀、法務局局長張永春、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廖華基、警察總

局局長助理林東尼、司法警察局刑事調查廳廳長周偉光及來自政府及民間禁毒機構

的工作人員。

會上三地專家作出報告，講題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國際視野下的戒毒工作發

展、推動民間組織參與禁毒工作、青少年吸毒問題及防治措施、社區戒毒模式研

究、戒毒機構的管理、藥物治療臨床研究、美沙酮維持治療等。

有關研討會每兩年舉行一次，目的是讓各地藥物濫用防治工作者互相學習及

交流，進一步提高全國藥物濫用防治工作的學術研究水平，加強內地與港澳地區合

作，共同推動全國禁毒防治事業的發展。下屆會議確定於2011年10月在香港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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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藥物濫用防制研討會

由台灣地區“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舉辦的“2009國際藥物濫用

防制研討會”於11月5日及6日在台北巿召開，社會工作局戒毒復康處處長韓衛出

席，並在大會上分享本澳戒毒工作經驗和成果。是次研討會在台灣大學國際會議中

心召開，出席嘉賓及與會者約有三百人，主題包括社區預防政策、治療及減害措

施、藥物治療的研發、治療成效評估、尿檢及其他化驗措施的新動向等。

會議中，與會者對澳門推行的戒毒模式深感興趣，主要原因是澳門是唯一只

有自願戒毒模式的參與地區，與日本、台灣和新加坡等地極為不同，因此引發較多

的討論；而澳門透過減害措施及立法的工作，成功抗擊愛滋病毒的蔓延，亦是關注

重點之一。此外，大會亦就強制驗尿的措施、實驗室設備、預防及檢測“假尿”樣

本等問題作出了深入的研討。

參加澳洲生活教育30週年紀念暨國際研討會

社會工作局預防藥物濫用處許華寶處長、

兩 名 健 康 生 活 教 育 導 師 張 翠 珊 及 陳 潔 屏 ， 於

2009年12月10至15日赴澳門，參加由澳洲生

活教育(Life Education Australia)主辦的“Lif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celebrating 30 

years-生活教育30週年暨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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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討會上，匯聚200多名來自澳洲各省

市、亞太地區、歐洲和美洲的生活教育的領導及

導師，共商未來的預防濫用藥物教育的策略及分

享經驗。

透過是次會議，有助加深了解對世界各地

推行生活教育服務的情況，社工局代表亦於會上

介紹和分享澳門健康生活教育的服務，得到與會

者的讚賞和支持。此外，主辦單位邀請了各地

的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更藉此機會為負責生

活教育的導師們安排了培訓工作坊，以強化對

兒童教育工作上的理念和技巧。此行亦參觀了

澳洲的第一間生活教育課室，以及參觀了當地

流動課室的最新設備和教材。透過各項研討會

議和交流，除了擴闊導師的國際視野，更讓導

師們了解當前毒品問題的趨勢及預防濫藥教育

的推行手法，有助促進澳門健康生活教育與國

際網絡的聯繫和合作。

新加坡禁毒防治服務交流

為了擴闊本澳戒毒工作人員專業知識、從

而提升整體服務質素，社會工作局於2009年1月

5日至9日，組織了防治藥物依賴廳及民間戒毒

機構共18人，前往新加坡進行考察活動。

是項活動由新加坡青年挑戰協調及安排，

並拜訪了當地政府部門及多間社會服務機構，

如WE CARE（提供多元化康復跟進服務）、新加坡青年挑戰（院舍及重返社會服

務）、Singapore Anti-Narcotics Association、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成癮行為

管理/治療計劃）、Community Action Management Program（對癖癮症的診斷及評

估）、CNB新加坡政府肅毒局（禁毒流動車）、新加坡獄政總署（Department of 

Prison）、樟宜監獄及監獄學校（毒品戒治業務和濫藥青少年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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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行訪問團了解到新加坡政府對毒品問題非常重視，採取了嚴厲措施，並

投入大量資源，而政府與民間戒毒組織亦有緊密合作關係。

內地專家來澳考察美沙酮服務

為提升美沙酮維持治療服務水平及

加強專業人員技術交流，由中國藥物濫

用防治協會主辦及社會工作局協辦之“

澳門地區禁毒工作與美沙酮維持治療專

業交流活動”，於2009年3月4日及25

日進行，中國內地參與交流活動人員包

括：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人員、各省

市衛生行政部(疾病控制中心、醫政處)

主管美沙酮維持治療工作負責人、美沙

酮維持治療門診相關人員、以及戒毒機構負責人共32名。透過是次活動，相信對

兩地相關工作的籌劃及執行，以致雙方持續友好的交流和合作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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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禁毒委員會名單

公共實體：

社會文化司張裕司長(主席)

社會工作局葉炳權局長(副主席)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代表何麗鑽顧問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代表廖華基顧問

法務局張永春局長	

司法警察局黃少澤局長

澳門監獄李錦昌獄長

衛生局李展潤局長

教育暨青年局蘇朝暉局長

檢察院代表陳曉惠職務主管

警察總局代表羅偉業局長助理

澳門海關代表黃國松副關務總長

民間機構/個人：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代表梁偉明主任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代表Augusto	P.V.	Nogueira主席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代表孔惠榕總幹事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代表關淑鈴總幹事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代表李國豪服務總監

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代表阮美芬修女

澳門中華教育會代表鄭洪光秘書長

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代表白琪文會長

潘志明先生

施綺蓮女士

尹一橋女士

呂錫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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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禁毒相關機構 / 服務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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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民間戒毒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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