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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67,750人为罹患吸毒疾患者，而后一类疾患
者大都涉及类阿片。

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健康和福祉、对安保和安
全及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亟需我们
作出紧急应对。

2016年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产生
的成果文件中提出了100多项针对毒品供需两
方面的、促进采用循证型预防、护理和其他
措施的建议。

我们需要为推进这一共识采取更多的行动，
向那些最需要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增进
国际合作和执法能力，以捣毁有组织犯罪集
团和取缔贩毒活动。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继续与联合国各合作伙伴密切
配合，协助各国依照各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
人权文书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
行大会特别会议成果文件中所载列的各项建
议。

我们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共同支
持《关于预防吸毒的国际标准》、关于治疗
吸毒疾患患者的国际标准、以及关于与刑事
司法系统有交集的吸毒疾患患者的治疗和护
理指南。

《2018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突出强调了对性
别和年龄具有敏感性的毒品应对政策，探讨
了妇女和青少年的特别需要和挑战。此外，
报告中还审视了老年群体中吸毒行为有所增
加的情况，并表明需要针对这一新状况提供
特别的治疗和护理。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目前正在实地作出努
力，大力推进采用平衡的和全面的解决办法。
毒罪办公室进一步增强了其对阿富汗及其周
边区域的综合支持力度，以应对创纪录的大
规模鸦片剂生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安保
风险。如今我们正在设法提供替代古柯种植
的合法生计发展途径，以此支持哥伦比亚政
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和平进程。

目前毒品和毒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其繁杂
多样程度亦为前所未见。今年的《世界毒品
问题报告》中列述的各项主要调研结果清晰
表明，国际社会需要为应对这些挑战进一步
加强其应对措施。

如今我们面对的毒品市场是潜在的供应侧驱
动市场，其中鸦片和可卡因产量已到达创纪
录水平。对可卡因和苯丙胺的市场需求也逐
步从其传统区域蔓延扩张到其他新区域。尽
管利用暗网进行的网上贩毒虽然仍仅占整个
毒品贩运活动的一小部分，而且不少相关的
热门交易平台已被成功查封，但其迅猛增长
势头却至今不减。

在世界不少地区，非医疗用途使用处方药现
象非常普遍。北美地区出现的类阿片滥用危
机已引起各方应有的关注，国际社会也已对
此采取了行动。2018年3月间，麻醉药品委员
会把六种芬太尼类似物列入了管制清单，其
中包括导致死亡人数增加的卡芬太尼。委员
会此前已在其2017年的第六十届会议上决定把
芬太尼和一种类似物的制作中使用的两种前
体化学品置于国际管制之下。

然而，今年的《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表明,目
前披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需要
引起各方对曲马朵成瘾问题的警觉，因为非
洲许多地区滥用这一药物的情况出现大幅增
加。此种类阿片止痛药物的非医疗用途使用
情况在亚洲也呈上升趋势，但目前却尚未被
置于国际管制之下。那些高危人口由此而受
到的影响正在引起严重关注，而且也对本已
不堪负荷的各国卫生保健系统平添了新的压
力。

与此同时，有更多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正在
合成制作之中，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容易获得。为此，与之相关的伤害和死亡报
告也越来越多。

戒毒治疗及各类相关医疗服务仍然十分匮乏：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毒疾患者人数依然很少，
但每六名患者中只有一名能够得到治疗。2015
年全世界吸毒致死人数约为450,00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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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毒罪办公室还继续支持努力增进用于
医疗和科学用途的受控物质的供应，但同时
需要防止其被滥用和挪用——我们只有成功
应对这一重大挑战，才能帮助非洲及其他区
域切实应对曲马朵毒品危机。

明年麻醉药品委员会将主持召开《关于开展
国际合作以综合和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
题的2009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2019年目
标日期的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与之相关的筹
备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我谨此促请国际

社会利用这一契机增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并共
同商定有效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执行主任
尤里·费多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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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说明

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及所用称号并不代表联
合国对其正式认可或接受。虚线大致代表印
度与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
但双方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
那些有争议的边界（中国/印度）因难以明确
界定而采用网状线标示。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所用名称和材料的编
排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
家、领土、城市或地区及其当局法律地位，
或者对其疆域或边界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国家和地区的名称系按收到相关数据时正式
使用的名称编列。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所有提及科索沃之
处均应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年)号决议
理解。

由于“毒品使用”、“毒品误用”和“毒品
滥用”之间的区别在科学和法律上均有模糊
不清之处，因此《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使
用“吸毒”和“毒品消费”等词语，而“误
用”一词则仅用来指处方药的非医疗用途。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所用“毒品”一词
均指受各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管制的药物。

除非另有说明，《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所
载全部分析均系基于各会员国通过年度报告
调查表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
的官方数据。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所用人口数据来源：
《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订正本》（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编撰）。

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的“元”均指美元。

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的“吨”均指公吨。

本分册中使用了以下缩略语：

苯丙胺（ATS） 苯丙胺类兴奋剂

毒品毒瘾监测中心
（EMCDDA)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 

欧盟执法局
（Europol)

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乙肝病毒（HBV) 乙型肝炎病毒

丙肝病毒（HCV) 丙型肝炎病毒

艾滋病毒（HIV)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

迷幻剂（LSD) 麦角酰二乙胺

新精活（NPS)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注射吸毒者
（PWID)

注射吸毒者 

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毒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世卫组织（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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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可严重损害人体健康

全球约有2.75亿人——约占全球15-64岁人口的
5.6％——在2016年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大
约3,100万使用毒品的人患有吸毒疾患，这意
味着他们的吸毒行为对其健康非常有害，已
到可能需要治疗的程度。类阿片所造成的伤
害仍高居首位，占吸毒致死总人数的76％。 
2016年全球注射吸毒者人数约为1,060万，这
一群体的健康风险最高，其中超过一半的人
患有丙型肝炎，八分之一的人携带艾滋病毒。

与吸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仍然很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5年大约有45万
人因吸毒而死亡。在这些死亡中，有167,750
人与吸毒疾患直接相关（主要是过量使用）。
其余的死因间接归咎于吸毒行为，包括因不
安全注射方式而染上艾滋病毒和罹患丙型肝
炎导致的死亡。

过量使用非医疗用途类阿片药物而导致的死亡
在北美已呈大幅蔓延之势

2015和2016年间，美国的预期寿命连续两年出
现下降，半个世纪以来这尚属首次。所涉关
键因素之一即是意外伤害的增加，其中包括
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

2016年间，美国有63,632人因药物摄入过量而
死亡，这是历来最高的纪录，比去年增加了
21％。这主要归因于与药用类阿片相关的死
亡人数的增加，包括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
这组除美沙酮之外的类阿片与该国19,413例死
亡有关，是2015年死亡人数的两倍多。有证据
表明加拿大也因此受到影响，该国2016年出现
的众多过量死亡均涉及芬太尼及其类似物。 

在北美以外的区域，除爱沙尼亚外，芬太尼
及其类似物的影响则相对较低。

许多国家仍无法提供为减少毒品所造成的伤害
所需要的充足戒毒治疗和保健服务

2016年有六分之一的吸毒病症患者接受了相关
的治疗，这一比例相对较低，近年来一直保
持不变。

注射吸毒者经历了因吸毒而产生的极为严重
的健康后果。对旨在减少注射吸毒损害健康
的服务进行的一项全球性审查结果表明，只
有79个国家实施了针头和针筒方案以及类阿
片替代疗法。据认为仅有4个国家对这两类干
预措施具有高覆盖率。

关于获得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以及抗逆转录
病毒疗法方面的信息仍然很少：只有34个国
家可以确认已制订针对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
毒检测计划，17个国家证实尚未制订此种计
划。有162个国家没有提供任何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可用性方面的信息。

过量使用和非致命性过量使用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使用海洛因和（或）可卡因以及注射毒品
的吸毒者中，过量使用现象非常普遍。这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干预和施加影响的机会
（例如，在类阿片过量使用的情况下使用纳洛
酮作为替代品）以及它是否经证明是致命的。

许多使用海洛因和（或）可卡因以及注射毒
品的吸毒者还报告说，他们曾有过非致命性
过量使用经历。非致命过量服用会使吸毒者
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还被证明与随后
的致命过量使用有关联，死亡风险也会随着
先前的非致命性过量使用而增加。

囚犯罹患传染病的风险较高，但所得到的治疗
服务却十分欠缺 

与一般群体相比较，身处监狱和其他封闭环
境中的人罹患肺结核、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
等传染病的风险要大得多，而他们获得治疗
和预防方案的机会通常却很欠缺。即便可以
享受到此种方案，它们也不一定能与社区提
供的方案标准相同。许多监狱无法采取预防
措施，因此可能会导致艾滋病毒和其他传染
病病毒迅速蔓延。

使用海洛因的吸毒者从监狱获释后会因过量
服用而面临严重的死亡风险，尤其是在最初
的两周时间内。此类死亡与其容忍度降低相
关，即在相对的节制期间，包括在监禁期间，
吸毒者对海洛因使用效果的容忍度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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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获释的囚犯却很少能够从过量管理干
预措施中获益，包括纳洛酮等预防药物或包
括美沙酮在内的物质依赖治疗。

阿富汗罂粟种植推动阿片剂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

全球鸦片总产量自2016年至2017年增加了65％，
达到10,500吨，这无疑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估算全球鸦片产量以
来的最高估计数。2017年全球罂粟种植总面积
增至近420,000公顷。其中75％以上位于阿富
汗境内。

2015-2016年间，阿片剂总体缉获量增加了近
50％。2016年全球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创下了91
吨的历史新高。大多数阿片剂均系在阿富汗
境内的制造业中心附近被缉获。

可卡因生产量增长显著

2016年全球可卡因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估
计为1,410吨。自2005至2013年期间出现下降
后，2013至2016年期间全球可卡因产量大幅增
长了56％。 2015至2016年的增长率为25％。 
2016年全世界古柯种植面积为213,000公顷，其
中近69％位于哥伦比亚境内。 

全球缉获量仍以大麻为主，但据报道其他药物
的缉获量也急剧增加

尽管2016年大麻缉获量出现下降，但大麻仍然
是全球大量缉获的毒品，其次是古柯/可卡因
相关物质和类阿片。 2016年全球缉获的苯丙
胺类兴奋剂和可卡因数量都达到了创纪录水
平。据报道，2016年在全球范围内截获的数量
增幅最大的毒品是植物型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增幅为之前的七倍，其中卡痛叶的缉获量最
大。相比之下，全球缉获的合成新型精神活
性物质数量在2016年明显下降超过50％，主要
原因是所缉获的苯乙酰胺和合成大麻素的数
量出现下降。

针对暗网贩毒者的查封行动所产生的效果目前
尚不清楚 

2017年7月间，来自多个国家的警察部门携手
捣毁了暗网上最大的毒品交易平台，这是“
深度网络”的一部分，其中暗藏只能使用特
殊网络浏览器才能访问的信息。在毒品交易
平台“阿尔法湾”被查封之前，该平台曾提
供超过250,000份非法药物和化学品供货名录。
在其经营期间，“阿尔法湾”拥有超过20万
用户和40,000个供应商。执法部门还成功铲除
了号称暗网上第三大犯罪市场的“汉萨”交

易平台。

目前尚不清楚查封这些交易平台会产生何种
效果。根据2018年1月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
使用暗格网站购买毒品的人中有15％表示，
自这些网站被关闭以来，他们使用此种交易
市场的频率大幅降低，9％的人回复说他们已
完全停止使用。然而，超过一半的人则认为
自己不受查封的影响。

虽然暗格网络上贩毒的规模仍然有限，但已
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迹象。据欧洲执法部门估
计，自2011年11月22日至2015年2月16日，暗
网上的毒品销售额每年约为4,400万美元。然
而，根据其后的一项研究估计，2016年初暗网
上的毒品销售额每月在1,400万美元至2,500万
美元之间，相当于每年1.7亿至3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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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虽然本分册作为独立出版物呈现，但它同时
也构成《2018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的第二
章，其中提供了吸毒和毒品供应情况的最新
估计数及其发展趋势、以及与世界毒品问题
相关的若干跨领域问题的全球情况概览。这
些议题包括吸毒对健康的影响、吸毒疾患发
展趋势、治疗需求中反映出来的吸毒问题、
以及对注射吸毒人数以及艾滋病毒和各类肝
炎患者人数的估算。 

本分册还介绍了全球范围内的吸毒致死情况，

特别是吸毒致命过量情况，并举例说明了一
些国家在此方面的最新趋势。此外，还提供
了关于亲眼目睹或个人亲身经历非致命吸毒
过量方面的信息，同时也审视了各种旨在帮
助预防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在注射吸毒者中
传播的核心干预措施（特别是针头和针筒计
划以及类阿片替代疗法）的可用性和覆盖程
度。最后，本分册全面概述了对非法的毒品
种植、生产和贩运的最新估计及其发展趋势，
包括在互联网上通过暗网进行贩毒的情况。

+60%2000

105,000
deaths

168,000
deaths

2015

Global deaths directly caused by the use of drugs have been increasing

Source: UNODC analysis based on WHO, Disease burden and mortality estimates,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2015: deaths by cause, age, sex, by 
country and by region,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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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LOBAL OVERVIEW OF DRUG DEMAND AND SUPPLY A. Extent of drug use

FIG. 2 Global trends in the estimated annual 
prevalence of drug use and people with 
drug use problems, 2006–20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Estimated percentage of adults (aged 15–64 years) who used drugs 
in the past year. 

类阿片是吸毒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主要原因

虽然大麻是全球范围内最广泛滥用的毒品，
但类阿片实际上是造成吸毒对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的罪魁祸首。例如，类阿片在2015年占吸
毒疾患致死人数的76％。2 2016年全球估计有

2 世卫组织，疾病负担和死亡率估计，《2015年全球健
康状况估计: 按国家和区域以及原因、年龄和性别分列
的死亡人数》，可查阅: www.who.int/。

A. 全球毒患规模与现状

目前全球吸毒者总人数超过2.5亿

据估计，2016年全球约有2.75亿人在上一年至
少使用过一次毒品（范围：2.04亿至3.46亿人)，
占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5.6％（范围：4.2％至
7.1％），即相当于每18人中约有1人。2015年
至2016年间，实际吸毒者人数增加了2,000万。
这一变化是全球大麻使用者人数增加的结果，
而在较小程度上归因于这一估计数的计算方
法方面的变化。1  然而，鉴于各种估算数的不
确定性间隔很大，因此在解释发展趋势时需
要审慎行事。 

全世界目前约有3,100万人患有吸毒疾患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大约每9名吸毒者中便有
一人（占11％）患有吸毒疾患。这意味着他
们的吸毒行为已对其健康构成威胁，而且可
能已对毒品产生依赖和（或）需要接受治疗。
据估计，2016年全球约有3,050万人（范
围：1,670万至4,440万人）属于这一群体，占
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0.62％（范围：0.34％至
0.91％）。2015年至2016年间，这一群体又增
加了100万人，这主要反映了全球阿片剂使用
者以及可卡因使用者人数的增加。

一些次区域大麻使用量增加的证据 

2016年大麻仍然是全球最广泛滥用的毒品，去
年使用大麻的人数高达1.922亿，相当于全球
15至64岁人口的3.9％。西非和中非（13.2％）
，北美（12.9％）和大洋洲（11.0％）每年的
大麻使用普遍程度仍然很高。据非洲和亚洲
许多国家的专家看来，这两个区域的大麻用
量有所增加，但其中大多数国家未能提供根
据其国家调查结果取得的毒品使用程度方面
的信息，因此需要有更多证据。北美的大麻
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
也报告说其大麻使用量出现增加。大麻在西
欧和中欧的使用量仍然很高，而且在那些用
量普遍较高的国家趋于稳定，而历史上大麻
使用量较低的其他几个国家则报告说他们的
国家近来大麻使用量有所增加。

1 见本报告的在线方法学部分。

FIG. 1 Global trends in estimated number of peo-
ple who use drugs, 2006–20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Estimates are for adults (aged 15–64 years) who used drugs in the 
p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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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有所增加。虽然与北美地区的程度不同，
但西欧和中欧次区域也出现了涉及芬太尼及
其类似物过量使用而致死的情况。 

苯丙胺是东亚和东南亚最令人担忧的毒患威胁之一

2016年全球估计有3,420万人在过去一年中使
用了苯丙胺，即相当于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
0.7％。 这一人口群体中苯丙胺的年使用率最
高的是北美地区（2.0％），其次是大洋洲
（1.3％）。由于该次区域的相关数据长期缺
失，因此无法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苯丙胺
滥用情况进行具体估算，但该次区域的许多
国家认为甲基苯丙胺的滥用是最令人担忧的
药物威胁之一。此外，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
报告说出现了滥用甲基苯丙胺的情况，特别
是在西亚的类阿片滥用者中，这一情况引发
了人们的担忧。全球15至64岁人口中有0.4％
的人使用“摇头丸”，近年来这种毒品在大
多数区域的传播速度都很惊人，而且在此期
间在西欧和中欧以及拉丁美洲诸区域， “摇
头丸”的使用都呈上升趋势。

有迹象表明美洲区域滥用可卡因情况有所增加

滥用可卡因现象仍然集中在北美和南美洲，
其中北美和南美15至64岁人口过去一年中使用

3,430万类阿片滥用者（即那些使用阿片剂的
人和那些把处方类阿片用于非医疗用途的人）
相当于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0.7％。在北美（4.2
％）和大洋洲（2.2％），15至64岁人口中过
去一年使用类阿片的比例很高。在类阿片使
用者中，去年阿片剂（海洛因和鸦片）的使
用者为1,940万，相当于15至64岁人口的0.4％。
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过去一年中阿片剂使用率
也较高（0.9％）。东欧和东南欧为0.7％，北
美为0.8％。 

类阿片滥用情况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报道，非洲许多国家（特别是西非和北非）
以及近东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出现了滥用曲马
朵等类阿片药物的情况。这反映在一些国家
报告的涉及曲马朵的治疗人数和曲马朵过量
使用致死人数方面。类阿片的高度滥用仍然
是北美此区域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北美是
过去四年来海洛因卷土重来的一个次区域，
特别是在美国。处方类阿片与海洛因勾连在
一起混用，再加上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的滥用，
宛若一场流行病冲击波，已对人体健康造成
了严重后果，尤其是有大量报告表明出现了
致命的过量使用。在西欧和中欧滥用类阿片
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例如，这两个次区域
因滥用非医疗用途的类阿片而接受治疗的人

青少年中使用大麻的情况

大麻是大多数国家中最广
泛滥用的毒品，无论是在
一般人群中还是在青少年
中。根据130个国家的现
有数据，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首次编制的全球估
计数表明，2016年有1,380
万15至16岁的青少年（其
中大多数是学生）在过去
12个月中至少吸食过一次
大麻，相当于该年龄段总
人口的5.6％。 15至16岁人
口中的大麻年度吸食量略
高于15至64岁的一般人口
（2016年为3.9％）。但鉴
于这两组估计值的误差范
围相互重叠，因此需要审
慎对待。

Global annual prevalence of cannabis use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ged 15–64 years and 
among students aged 15–16 years, 2016

 

Sources: UNODC,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data and other 
government reports.

Note: the estimate of cannabis use in the last year in young people 
aged 15–16 years is based on school surveys in most countries, thus 
the use of the term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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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OVERVIEW OF DRUG DEMAND AND SUPPLY A. Extent of drug use 2

这一趋势可能表明，正在通过非洲过境到其
他目的地的海洛因和类阿片药物的持续贩运
对非洲的吸毒模式产生了令人担忧的溢出效
应。类阿片目前仍然是欧洲和亚洲面对的一
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
每三个接受戒毒治疗的人中就有两人患有类
阿片吸毒疾患。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接受治疗的群体中，
可卡因仍然是一种令人关注的毒品：有三分
之一的毒疾患者正在接受可卡因戒毒治疗，
尽管这一比例一直在下降。另据报道，可卡
因吸毒疾患是北美、西欧和中欧地区戒毒治
疗的主因，尽管程度较轻。就北美地区而言，
主要针对可卡因吸毒疾患的戒毒治疗的相对
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类阿片吸毒疾患的治疗
人数比例则有所增加。在美国，2004至2014年
期间，主要因可卡因毒患而入院的人数减少
了65％，即从248,000人减至88,000人，但阿片
剂吸毒疾患的戒毒治疗人数则增加了51％，
从323,000人增至490,000人。亚洲和大洋洲区
域苯丙胺类兴奋剂吸毒疾患的戒毒治疗比例
高于其他吸毒疾患。

罹患吸毒疾患的妇女在戒毒治疗中的代表性不足

虽然女性吸毒者占吸毒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但她们在接受戒毒治疗的人群中仅占五分之
一。女性因使用镇痛剂和镇静剂而接受治疗
的比例（在美洲和欧洲的大多数次区域中，
大约占入院接受治疗的患者的三分之一）往
往高于其他毒品。这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尽
管男性使用大麻、可卡因或苯丙胺的可能性
是女性的三倍，但女性更有可能将镇痛剂和
镇静剂用于非医疗目的。因类阿片和可卡因
疾患而接受戒毒治疗的人往往年龄相对较大：
平均三十岁出头。相比之下，涉及大麻的毒
疾患者往往更年轻：平均才二十岁出头。

B. 吸毒对健康产生的              
严重后果

本节探讨的主要重点是吸毒所涉健康层面问
题，例如注射吸毒等。吸毒者由于使用不安
全注射方式而感染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而
它们正是造成吸毒致死和致残的最大疾病负

可卡因的比例分别为1.9％和0.95％。大洋洲以
及西欧和中欧则分别为1.7％和1.2％。在全球
范围内，估计2016年有1,820万人使用可卡因，
占15至64岁人口的0.4％。有迹象表明，北美
和南美许多国家的可卡因使用量均有所增加。
此外，此前仅限于可卡因制造国的可卡因碱
基糊的滥用现也已扩散到南美洲许多国家。 

苯二氮卓类药物与处方类阿片的非医疗用途是
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虽然目前关于处方药用于非医疗用途的全球
估计数不详，但此类药物被滥用的现象仍然
相当普遍，特别是在那些同时使用多种药物
的个人中。据报道，对许多国家而言，诸如
处方兴奋剂和苯二氮卓类药物等处方药物被
滥用于各种非医疗用途，与处方类阿片的使
用叠加在一切，已构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
题。在被滥用的处方药物中，苯二氮卓类药
物的非医疗用途仍然最为常见：大约60个国家3 
已将苯二氮卓类列为三种最经常被滥用的药
物之一；有些国家报告其滥用频率高于许多
其他药物。在涉及类阿片的致命使用过量病
例中也经常涉及苯二氮卓类药物。

戒毒治疗的发展趋势与不同区域吸毒模式
的变化相契合

在全球范围内，那些需要进行戒毒治疗的人
实际真正接受治疗的程度仍然有限。 2016年
间，与往年一样，估计有六分之一的吸毒者
接受了戒毒治疗。有关因吸毒而接受治疗的
人员的信息尽管很有限，但仍可提供有关吸
毒疾患方面的发展趋势及其不同地理位置因
素的有用见解。然而，在对这些信息进行解
释时应慎重行事，因为治疗数目不仅反映了
治疗需求（寻求得到帮助的人数），同时还
反映了可提供的治疗服务的规模（这取决于
政府为此种治疗服务提供资金的意愿）。

 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大多数吸毒者
目前都在接受滥用大麻的戒毒治疗。在除非
洲以外的所有地区，涉及大麻滥用的戒毒治
疗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虽然大麻一直是非洲
接受戒毒治疗的群体中最常见的毒品，但该
区域的类阿片毒疾的戒毒治疗也正在增加。

3 根据会员国2015年和2016年对年度报告调查问卷所作
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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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原因。4, 5 虽然类阿片对吸毒所产生的大部
分负面健康影响负责，但在那些类阿片使用
不太常见的地区，使用其他毒品如可卡因和
苯丙胺等（注射和非注射使用）也会产生严
重的健康后果。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与使用新
型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健康风险，尽管此种
风险的严重程度不高。此外，在许多次区域，
苯二氮卓类药物的非医疗用途滥用也与过量
使用类阿片导致的死亡有关联。

2016年全球有近1,100万人注射吸毒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艾滋病规划
署/世界银行2016年对注射吸毒者人数的联合
估计为1,060万（范围：830万至1,470万），相
当于全球15至64岁人口的0.22％（范围：0.17
％至0.30％）。这一估计数系根据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目前可获得的最新和最高质量的
信息得出。与先前各版《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中所公布的数据相比，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注
射吸毒者人数发生了变化。根据107个国家的
相关数据，所得出的估计数涵盖全球15至64岁
人口的88％。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一些次区域的注射吸毒
规模不太确定或不为人知：在加勒比地区，
只有关于波多黎各的资料; 在整个大洋洲，只
有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数据；就非洲而

4  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全球疾病负担数据。网
址：www.healthdata.org/。 

5  《2017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 E.17.XI.6）。

言，只有关于占15至64岁人口58%的国家的数
据，而近东和中东地区则只有占该人口群体
17%的国家的数据。

注射吸毒者居住人数最多的次区域是东欧和
东南欧，占全球注射吸毒者总数的17％，而
且该地区注射吸毒的疾患率最高，为全球平
均水平的3.8倍；北美占全球注射吸毒者总数
的17％，其注射吸毒的疾患率是全球平均水
平的2.5倍;东亚和东南亚占全球注射吸毒者总
数的30％，但其注射吸毒的疾患率相对较低，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据估计，2016年全球注射吸毒者中几乎有一
半人仅居住在以下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
联邦和美国。虽然这三个国家的总和仅占全
球15至64岁人口的27％，但它们却聚集了全球
45%的注射吸毒者，估计其总人数约为480万。 

除了此处提供的估算数字外，2017年《柳叶刀
全球健康杂志》还发布了另一项研究成果，6 
分别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针对注射吸毒
者及其群体中艾滋病流行率作出了估算（见
以下标题为“注射吸毒与艾滋病：全球估算
数字比较”）。该项研究还提供了按性别和
年龄分列的注射吸毒者数据：表明大约五分
之一的注射吸毒者为女性，四分之一以上的
吸毒者年龄小于25岁。共有91个国家提供了有
关注射吸毒者性别分类的信息（欧洲40个国

6 Louisa Degenhardt等人，“全球注射吸毒流行率和社会
人口学特征以及注射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毒、乙肝病毒
和丙肝病毒的流行率：多阶段系统研究评述”，《柳
叶刀全球健康杂志》，第5卷，第12期（2017年），第
e1192-e1207页。

FIG. 3 Trends in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drug of use in drug treatment admissions, by region, 2003, 2009 
and 20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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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艾滋病毒传播的5至20倍。8 

每八名注射吸毒者中就有一名是艾滋病毒
感染者

2015年除撒哈拉以南之外的非洲地区占新增艾
滋病毒感染病例的20%。9 此外，全球注射吸
毒者每年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一直在不断上
升，总共增加了三分之一，从2011年的114,000
例增加到了152,000例。10 与此相对照，据估
计2010年至2016年期间，成年人（更确切地
说，1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新感染艾滋病毒
的人数反而下降了11%。11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艾滋病规划
署/世界银行2016年对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毒
流行率的联合估计为11.8%。这表明共有130万
注射吸毒者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一估计数是
根据来自119个国家的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毒
流行率的报告作出的，涵盖了估计的全球艾
滋病毒感染人数的94%。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中，合并感染丙型肝炎的比率很高，高达百
分之82.4%。12

迄今为止，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毒感染率最
高的是西南亚以及东欧和东南欧，其感染率
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4倍和1.9倍。这两个
次区域加起来共占全世界艾滋病毒感染者总
人数的49%。尽管东亚和东南亚的艾滋病感染
者中的艾滋病毒流行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但该次区域艾滋病毒感染者占全球艾滋病毒
感染者总人数的24%。据估计，2016年全世界
注射吸毒者中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有53%(662, 
000人)居住在三个国家(中国、巴基斯坦和俄
罗斯联邦)，而与这三个国家的世界注射吸毒
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35%)相比，这一比例
明显过高。

8 Elijah Paintsil等人，“针筒中丙肝病毒的存活: 对注射
吸毒者之间的传播意味着什么”，《传染病杂志》，
第202卷，第7期（2010年），第984-990页。

9 滋病规划署，终结艾滋病：在实现90-90-90目标方面取
得的进展（2017年，日内瓦）。

10 艾滋病规划署，“走上快车道：艾滋病毒的生命周期
方法” (2016年，日内瓦)。

11 终结艾滋病：在实现90-90-90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12 Lucy Platt等人，“艾滋病毒感染者合并感染丙型肝炎

的流行率和负担：全球系统性审查和综合分析”，
《柳叶刀传染病杂志》，第16卷，第7期(2016年)，第
797-808页。 

家，亚洲21个，美洲6个，大洋洲2个，非洲22
个）；72个国家提供了注射吸毒者的年龄分
类（欧洲30个国家，亚洲16个，美洲5个，大
洋洲1个，非洲20个）。

注射吸毒者是吸毒者中最边缘化和被污名化
程度最严重的亚群体。他们面临特定的风险
行为和危险环境，并承受广泛的严重社会和
健康后果。无家可归和被监禁对他们已习以
为常。他们参与各种危险行为，例如无保护
措施性行为、在别人使用后使用针筒以及参
与性工作等。7

不安全的注射方式，包括共用受到污染的针
头和针筒等，是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在注射
吸毒者中传播的主要途径。此外，通过不安
全注射方式感染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的人可
能会将这些疾病传染给其他人，例如通过性
传播等。丙肝病毒要比艾滋病毒更易通过注
射传播。据美国卫生保健工作者所作的研究(
使用医院针头刺伤病案数据)估计，每次接触
受污染的针筒感染丙肝病毒的几率是同种途

7 同上。

南美洲面对的可卡因碱基糊问题

滥用可卡因碱基糊现象传统上主要限于哥伦比亚和
秘鲁，但在过去十年间，此种毒品逐渐向南扩散到
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可卡因碱基糊是古
柯叶的衍生物，其用于有害用途和导致成瘾性的
潜力很高，但目前有关此种毒品的使用模式、对
健康的影响以及有效治疗方案方面的信息有限。a 

造成可卡因碱基糊向南美许多国家扩散的原因之一
是对盐酸可卡因造中所使用的化学前体的销售和获
取实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可卡因碱基糊剂是古柯
叶的衍生物，其作为制备盐酸可卡因的中间产物而
产生。它是一种具有高毒性的“可吸食的可卡因”
，具有比盐酸可卡因更大的成瘾潜力，如今在南美
洲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
和生理疾患。

与治疗所有精神兴奋剂方面的情况一样，目前尚
无针对可卡因吸毒疾患的既定药物治疗。因此，
目前关于可卡因碱基糊成瘾性适宜治疗方面的信
息十分有限。

a  Antonio Pascale等人，《南美洲可卡因碱基糊
消费情况：流行病学和医学毒理学研究评述》
（2015年，华盛顿特区，美洲国家组织，美洲
药物滥用控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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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了丙肝病毒。这一估计数是根据来自96个
国家的艾滋病患者中丙肝病毒流行率的报告
作出的，涵盖了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估计总
数的91%。
丙肝病毒在妇女残疾人中传播的风险较高，
这一点尤其令人关切。据在澳大利亚、加拿
大、荷兰和美国对1,868名残疾人进行的一项
研究估计，注射毒品的妇女感染丙肝病毒的
风险要比男性高38%。这一高风险似乎与共用
针筒的不同习惯做法无关；虽然针筒是丙肝
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但应与其他
因素有关，包括遗传因素和获得预防服务的
程度。16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艾滋病规划
署/世界银行对注射吸毒者中乙肝病毒感染17 
流行率的全球联合估计为7.5%。换言之，估
计目前有80万注射吸毒者携带乙肝病毒。

16 Aryan Esmaeili等人，“女性性别对注射吸毒者感染丙
肝发病率的影响”：国际多队列协作的结果“，《临
床传染病》，第66卷，第1期(2018年)，第20-28页。

17 乙肝病毒流行率估计数是指活动性感染(HBsAg), 而不是
标明以前接触过抗乙肝病毒。然而，在向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报告的数据中并不总是能够区分这一点。

注射吸毒是丙肝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

由丙肝病毒引发的注射吸毒者的疾病负担(死
亡率和发病率)大于艾滋病病毒。13 共用受到
污染的针头和针筒进行不安全注射是丙肝病
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途径。2015年全世
界 感 染 丙 肝 病 毒 者 新 增 1 7 0 万 人 ， 其 中
23.0%(390,000人)均可归因于目前的注射式吸
毒。14 2015年全世界因感染丙肝而死于癌症和
肝硬化的患者中，有31.5%可归因于其注射吸
毒史。15 

注射吸毒者中感染丙肝病毒的患者非常普遍，
因为每2例注射吸毒者中就有1例感染感染丙
肝病毒。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
织/艾滋病规划署/世界银行所作的联合估
计，2016年注射吸毒者中丙肝病毒流行率为
51.9%。换言之，目前共有550万注射吸毒者感

13 Louisa Degenhardt等人，“对注射吸毒作为感染艾滋
病毒、丙肝病毒和乙肝病毒的危险因素造成的疾病负
担的估计：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结果”，《柳
叶刀传染病杂志》，第16卷，第12期（2016年），第
1385-1398页。

14 世卫组织，《2017年全球肝炎报告》(2017年，日内瓦)。
15 同上。 

FIG. 4 Regional patterns in injecting drug use and HIV among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20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progress reports of UNAIDS on the global AIDS response (various years); the 
former Reference Group to the United Nations on HIV and Injecting Drug Use; and published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government reports.
Note: The outer circle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PWID, and the inner circle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PWID living with HIV. Regions and subregions are 
coloured: green (Africa), blue (Americas), orange (Asia), yellow (Europe) and pink (Oceania). Data presented for Oceania are for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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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吸毒与艾滋病毒：全球估计数的比较 

由于注射吸毒行为十分隐密 

而且背负骂名，要准确和有效地估算出某一特定国家的注射吸
毒者人数规模和艾滋病毒在这些群体中的流行情况，极具挑战
性。鉴于国家一级数据的空白和欠缺，要汇总国家数据和编制
区域和全球估计数更是难上加难。为此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
法，诸如以被访者为主导的抽样办法、捕获-再捕获、处理乘
数或独特的目标乘数法、网络规模扩大、普查和枚举、以及
一般人口调查等来生成这此种估计数。每种方法各有其优缺
点，且其所依赖的理论假设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在
后勤上可能难以操作，或尚未得到充分验证等。a 要对注射吸
毒者中的艾滋病毒流行率进行估算，会由于选择上的偏见和难
以征得有代表性的样本而更为复杂。考虑到艾滋病毒在注射吸
毒者中的流行程度可能会因其所在国家内的地理位置不同而有
很大差异，因此要在国家一级计算出估计数具有很大挑战性。

Degenhardt等人于2017年发表了针对注射吸毒者及其感染艾滋
病毒流行率的国家、区域和全球人口规模所得出的估计数。b 
他们对2015年注射吸毒者人数的全球估计比相应的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艾滋病规划署/世界银行的联合估计
数高出380万，而且他们估计感染艾滋病毒的注射吸毒人数增
加了125万。Degenhardt等人使用的方法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世卫组织/艾滋病规划署/世界银行的联合估计数大致一
致。国家估计数的选择是根据对现有国家估计数的质量进行
可比分级的基础上作出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采用人口加
权平均方法来确定区域和全球估计数，并对没有数据的国家
的估计数作出推断。在Degenhardt等人的研究中，已确定了
对83个国家的注射吸毒者人口规模估计，并认定了108个国家
的注射吸毒者中的艾滋病毒流行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确定了107个国家的注射吸毒者的人口估计数和118个国家的艾
滋病毒流行率。Degenhardt等人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那
些未向其报告数据或质量欠缺的国家进行彻底的年度科学文献
检索之前，对同行评审和灰色文献进行了系统审查，并在过去
四年中与专家进行了一次全球磋商。在对一个国家进行多项高
质量研究的情况下，Degenhardt等人通过综合分析汇总了各项
评估结果。对于艾滋病的流行情况，如果某一国家有多种可用
的估计数，则Degenhardt等人便会将四年前公布的估计数与最
近的估计数汇总起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般从质量最高
的研究中选出最近的估计数，同时也适当考虑到注射行为的定
义、样本大小和地理覆盖范围。

对于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25个)而言，Degenhardt等人在其研
究报告中提出的注射吸毒者规模估计数是从10年前公布的上
一次全球系统审查(2008年)中保留下来的。c 注射吸毒者人口
规模估计数并未对在注射吸毒者中占很大比例的一些国家(巴
西、中国、印度、意大利和俄罗斯联邦等)的资料进行更新。
在这一研究报告中共列入了108个国家的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
病毒的流行率估计数，而为此所采用的估计数是从针对其中12
个国家(包括巴西和阿根廷)进行的2008年审查保留的估计数。

自2008年审查以来，俄罗斯联邦、中国和意大利相继提供了
更多关于注射吸毒方面的较新的数据；这些数据已公布在了
《2017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之中。这些估计数采用的是间接
估算方法，已正式将之报告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或艾滋病
规划署，但除此之外并未在其他公共领域予以公布。

在国家一级对注射吸毒者人数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的注射吸毒者
进行了直接比较，以期确认《2017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提
供的估计数与Degenhardt等人的研究结果之间相差最大的国家。

为那些信息欠缺的国家确定区域和全球估计数和估算数据的
方法是基于这两项研究所采用的相同方法，而且两者之间并
未发现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和全球估计数方面的差异则在很

Comparison of estimates of (a) numbers of PWID and 
(b) numbers of PWID living with HIV, selected coun-
tries, 2015

Source: World Drug Report 2017 (comprising the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progress reports of UNAIDS on the global AIDS 
response (various years), the former Reference Group to the United 
Nations on HIV and Injecting Drug Use, and published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government reports); and Louisa Degenhardt and others, 
“Global prevalence of injecting drug use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
teristics and prevalence of HIV, HBV, and HCV in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 multistage systematic review”,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vol. 5, 
No. 12 (2017), pp. e1192–e1207.
Note: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PWID and number of PWID living with HIV 
are for the 15–64 years age category.
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stimates produced by the two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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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是由于少数国家的国家数据中存在差异所致。

这两组数据所给出的区域估计数之间的差异产生了重要
的政策影响。Degenhardt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艾滋病
毒在拉丁美洲的注射吸毒感染者中的流行率最高，而
《2017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的估计则指出东欧是最令
人关切的地区。从全球角度来看，有关注射吸毒者及其
群体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区域数据对于优先努力支持
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预防和治疗服务至关重要。
为此，界定最新的和方法上合理的信息集对于确保把全
球努力的重点目标放在那些最需要的地方十分关键。

a  Abu S.Abdul-Quader，Andrew L Baughman和Wolf-
gang Hantik，“估计各类关键群体的规模：目前的
状况和未来的可能性”，《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的最新观点》，第9卷，第2期（2014年）， 第107至
114页。

b  Louisa Degenhardt等人，“注射吸毒的全球流行率和
社会人口特征以及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毒、乙肝病
毒和丙肝病毒的流行率：多阶段系统审查”，《柳
叶刀全球健康杂志》，第5卷，第12期 (2017年)，第
e1192-e1207页。

c  Bradley M.Mathers等人，“注射吸毒和注射吸毒者
中感染艾滋病毒者的全球流行病学：系统回顾”，
《柳叶刀》，第372卷，第9651期 (2008年)，第1733-
1745页。

丙肝病毒在社区中的传播。20, 21 如果能够针
对注射吸毒者实现高覆盖率，则针头和针筒方
案以及类阿片替代疗法的实施对预防艾滋病毒
和丙肝病毒尤其有效（见以下表1）。22, 23, 24

并非所有已有注射吸毒证据的国家都采取了上
述核心干预措施。世卫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以及艾滋病规划署已将这些干预措施的
覆盖程度分别归类为低度、中度或高度。25 

对这些干预措施可得性的全球审查评估结果
着重强调，针头和针筒方案及类阿片替代疗
法在注射吸毒者中的覆盖率较低，估计每年
每名注射吸毒者可以得到33套针管(范围：21
至50个)；每100名注射吸毒者中有16人接受(
范围：10至24个)类阿片替代疗法。26 由于缺
乏相关数据，目前无法为艾滋病毒检测和咨
询以及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实行情况编制全球
覆盖率估计数。在注射吸毒者人数最多的次
区域(东亚和东南亚、东欧和北美)，除北美的
类阿片替代疗法达到中度覆盖率外，针头和
针筒方案及类阿片替代疗法的服务覆盖率都
很低。

在有证据确认存在注射吸毒现象的179个国家
中(尽管不一定是注射吸毒人口规模估计数)，
据知在93个国家(52%)都制定了针头和针筒方
案，但83个国家(46%)确认没有订立此种方
案。有证据表明，有86个国家(48%)实施了类
阿片替代疗法，但92个国家(46%)报告说没有
实行此种疗法。有79个国家(44%)同时执行了
针头和针筒方案以及类阿片替代疗法。关于

20 Katy M. E. Turner等人，“针头和针筒供应及类阿片替
代疗法对注射吸毒者中丙肝病毒的发病率的影响：汇
集英国证据”，《瘾癖》”，第106卷, 第11 期(2011
年), 第1978-1988页。

21 Peter Vickerman等人，“针头和针筒方案以及类阿片替
代疗法能大幅降低丙炎病毒的流行率吗？不同流行病
情形的模型预测”，《瘾癖》，第107卷，第11期(2012
年)，第1984-1995页

22 Louisa Degenhardt等人，“预防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
毒：为何需要采取个人、结构和综合办法”，《柳叶
刀》，第376卷，第9737期(2010年)，第285-301页

23 Natasha K.Martin等人，“预防注射吸毒者中丙肝病毒
传播的联合干预措施：模拟抗病毒治疗、针头和针筒
方案以及类阿片替代疗法的影响”，《临床传染病杂
志》，第57卷，补编第2期(2013年)，第S39-S45页。

24 Turner等人人，“针头和针筒供应及类阿片替代疗法
对注射吸毒者中丙肝病毒发病率的影响”。

25 《世卫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艾滋病规划署
技术指南》。

26 Larney等人，“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级预防和管理
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传播干预措施的覆
盖率”：系统性审查“。.

预防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在注射吸毒者中传
播的核心干预措施覆盖率仍然很低且欠缺

在大多数国家，帮助防止艾滋病毒和丙肝病
毒在注射吸毒者中传播的核心干预措施的覆
盖面仍然太低，无法奏效。18 预防艾滋病毒
的核心科学干预措施按其优先顺序排列为：
提供无菌注射设备的针头和针筒方案；类阿
片替代疗法，以减少对类阿片的依赖程度，
从而减少注射频率；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
这是进入治疗和护理环节的重要开端；以及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期减少病毒载量和艾
滋病毒的传播。19 为了有效预防丙型肝炎，关
键的干预措施是针头和针筒方案以及类阿片替
代疗法，再加上丙型肝炎治疗，从而大幅减少

18 Sarah Larney等人，“预防和管理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
毒和丙型肝炎的干预措施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覆
盖面：系统性审查”，《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第5
卷，第12期（2017年），第e1208-e1220页。

19 世卫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艾滋病规划署《指
导各国确定向注射吸毒者普及艾滋病毒预

      防、治疗和护理的指标的技术指南: 2012年修订本》
（2012 年，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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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和刑满释放人员获得医疗服务的情况
在监狱中吸毒的人患上传染病的风险更大，而获得相关预防和治
疗服务的机会也比监狱外社区的人要少。a 监狱中各种风险行为盛
行，加上许多监狱缺乏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艾滋病毒迅速可怕
地蔓延。在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艾滋病毒、丙肝病毒、乙肝
病毒和结核病病毒的流行率比一般人群要高出2至10倍。b, c, d, e 然
而，在监狱中往往缺乏获得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和护理服务的条
件，即使具备此种条件，在许多情况下，这类服务也不一定能达
到社区规定的标准。f 

大多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从监狱获释时往往得不到帮助，而且必
须面对因其坐牢的历史、 艾滋病毒状况、社会经济阶层和族裔而
造成的普遍和多层面的排斥、污名化和歧视。 g, h 例如，囚犯从监
狱获释时通常与艾滋病毒、丙肝病毒以及戒毒方面的治疗服务机
构没有联系，或只得到很少一些此类服务，因为他们往往不了解
这些服务以及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服务。i, j 由于普遍缺乏充分的
出狱后规划以及获释后的跟进措施，囚犯的健康受到了深远和即
刻的影响。一项系统性的审查发现，囚犯在获释后不太可能与社
区保健服务机构取得联系。最近从监狱获释的人由于污名化和歧视
行为而难以获得艾滋病毒方面的预防、治疗和护理服务，而且由于
缺乏出狱后规划而错过了医疗服务部门的后续护理服务。k 研究结
果表明，囚犯刑满获释后，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使用率从51%下降
到29%，而病毒抑制率则从40%下降到21%。l 由于缺乏丙肝后续跟
进治疗服务，监狱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即使有此种服务——的
有效性会大打折扣，从而导致此种疾病在社区中传播。m, n

海洛因吸毒者在从监狱获释后，特别是在头两周，面临着因过量
使用而致死的严重风险。这类死亡与监禁期间吸毒者对海洛因影
响的耐受性降低有关。o 然而获释囚犯很少能够获得预防过量吸毒
的药物，如纳洛酮和美沙酮等，或其他治疗毒瘾的方法。p 获得住
房是获得和保持艾滋病毒护理服务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住房状
况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无家可归者和非无家可归者之间在艾
滋病毒治疗结果上的差距，包括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病毒抑制。q

a  Ralf Jürgens, Manfred Nowak和Marcus Day，“艾滋病毒与
监禁：监狱与拘留”，《国际艾滋病学会杂志》，第14
卷，第26期（2011年），第1-17页。

b  Kate Dolan等人，“囚犯和被拘留者群体中艾滋病毒、病毒
性肝炎和结核病的全球负担”，《柳叶刀》，第388卷, 第
10049 期(2016年) , 第1089–1102页。

c  Kate Dolan等人，“监狱囚犯群体中的毒品注射、性活动、
纹身和穿孔：对2,359,220名囚犯进行的全球系统审查和综合
分析的分析”，《流行病学杂志》(2018年) (付印)。

d  Amber Arain，Geert Robaeys和Heino Stver，“欧洲监狱中的

丙肝肝炎罹患情况：呼吁作出基于证据的知情反应”，《
传染病杂志》，第14卷，补编第6号 (2014年), 第1-6页。

e  Lilanganee Telisinghe等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监狱中的艾
滋病毒和结核病情况”，《柳叶刀》，第388卷, 第10050期 
(2016年), 第1215–1227页。

f  Josiah D. 等人，“对感染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或肺结核
的囚犯的临床护理”，《柳叶刀》，第388卷, 第10049期 
(2016年), 第1103–1114卷。

g  Leonard S. Rubenstein等人，“艾滋病毒、囚犯和人权”，《
柳叶刀》，第388卷，第10050期 (2016年)，第1202-1214页。

h  Alexis C. Dennis等人，“‘你身处一个混乱的世界’：监
禁结束后获得艾滋病毒护理和坚持药物治疗的经历”，《
艾滋病护理护士协会杂志》，第26卷，第5期 (2015年)，第
542-555页。

i  Liza Solomon等人，“调查发现许多监狱和牢狱都有改进
艾滋病毒检测和获释后协调治疗的空间”，《卫生事务杂
志》，第33卷，第3期 (2014年)，第434-442页。

j  Sung-Pil Choi等人，“马来西亚感染艾滋病毒的男性囚犯所
面临的重新融入社区挑战的普遍性和相关性”，《国际性病
和艾滋病杂志》，第21卷，第6期 (2010年)，第416-423页，

k  Rubenstein等人，“艾滋病毒、囚犯和人权”。

l  Princess A. Iroh等人，“监禁前、监禁期间及监禁之后的艾
滋病毒护理级联：系统审查和数据综合”，《美国公共卫
生杂志》，第105卷，第7期(2015年)，第5-16页，

m Tianhua He 等人，“通过在美国监狱中筛查和治疗预防丙
型肝炎”，《内科医学年鉴》，第164卷，第2期(2016年)，
第84-92页。

n  Natasha K. Martin等人，“丙肝治疗作为监狱中的预防工
作：关键问题”，《国际肝病杂志》，第61卷，第1期 
(2015年)，第402-403页。

o  世卫组织，“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防止过量使用死亡” (2014
年，哥本哈根)。

p  D.Leach和P.Oliver，“从监狱获释后与毒品有关的死亡：
对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和实践建议”，《当前药物滥用周
报》，第4卷，第4期(2011年)，第292-297页，

q  Alexei Zelenev等人，“从监狱获释后无家可归的模式及其对
艾滋病毒卫生的影响”，《艾滋病与行为》，第17卷，补
编第2期(2013年)，第181-194页。https://link.springer.com/arti
cle/10.1007%2Fs10461-013-0472-6

表 1 界定核心干预措施覆盖范围的高、中、低度目标

干预措施 目标 覆盖范围
低度 中度 高度

针头-针筒方案 注射吸毒者每人每年获发的
针头-针筒数目 低于100套 100 至200套 200套以上

类阿片替代疗法 每100名注射吸毒者接受
类阿片替代疗法的人数 少于 20人 20 至40人 40人 以上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每100名艾滋病毒呈阳性的注射吸
毒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人数  少于25人 25 至75人 75 人以上

艾滋病毒检测与咨询 过去12个月中每100名注射吸毒者
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的人数   少于40人 40 至75人 75 人以上

资料来源: 世卫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艾滋病规划署《指导各国确定向注射吸毒者普及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和护理的指标
的技术指南: 2012年修订本》（2012年，日内瓦，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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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以及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的信息非常稀少。有34个国家提供了有关针
对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毒检测方案的证据，17
个国家证实没有订立此类方案。162个国家没
有关于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数据。27 

在有证据确认存在注射吸毒现象的179个国家
中，只有5%和11%的国家分别报告了其实行
针头和针筒方案以及类阿片替代疗法的高覆
盖率。有79个国家(44%)执行针头和针筒方案
以及类阿片替代疗法。然而，只有4个国家(3
个西欧国家和1个大洋洲国家)报告说其针头
和针筒方案以及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覆盖面
都很高。

全球吸毒致死人数仍然很高

对吸毒者而言，因吸毒而过早死亡是最极端
的结果。然而，确定可归因于吸毒行为的死
亡率程度并非易事：吸毒导致的死亡可能与
吸毒病患直接相关，例如吸毒过量，28 也可
能与吸毒间接相关，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或
通过不安全注射方式感染丙肝病毒等。“国
际疾病分类”(第十修订版)对这些死因分别
作了区分，但其在记录死亡原因方面的实际
应用在不同国家彼此会有差异。

据世卫组织估计，2015年全世界可归因于吸毒
行为的死亡人数为450,000人。29 其中167,750
人的死亡与吸毒病患有关，即直接由吸毒行
为导致的死亡(76%的人死于与使用类阿片有
关的吸毒疾患)。30 卫生组织还估计，与此前
15年相比较，全球吸毒行为致死人数一直在
增加，2000年估计为105,000人。可间接可归因
于吸毒行为的死亡，诸如与因不安全注射方
式感染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有关的死亡，或
自杀导致的死亡等，占2015年因吸毒行为而导
致的450,000人死亡的其余三分之二(63%)。 

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提出
了全球和区域两级因吸毒而致死的估计人数。

27 同上。
2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修订版)，相

应的代码分别是：X40-44(无意过量)、X61-62(故意自
我伤害(自杀)、Y10-14(意图未确定过量)、T40和T42(
麻醉药品中毒)。

29 世卫组织，《世界毒品问题所涉及的公共卫生
层面》，秘书处提交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报
告。A70/29,2017年3月27日。

30 世卫组织，“2015年全球健康状况估计”，按国家和
区域以及原因、年龄、性别分列的死亡人数。

于2018年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改进毒品统计和
加强年度报告调查表专家工作组的与会者指
出，鉴于普遍缺乏关于吸毒致死方面的数据，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世卫组织之间需要
为估计全球(直接和间接)涉毒死亡人数而开展
进一步的讨论与合作。

若干国家的吸毒过量致死人数众多且持续上升

2015-2016年间，美利坚合众国的预期寿命半
个世纪以来连续两年下降。造成此种情况的
一个关键因素是意外伤害增加，其中包括与
吸毒有关的死亡。31 研究发现，在2000-2015
年期间，与某些原因有关的预期寿命下降的
原因是：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特别是涉及
类阿片使用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预
期寿命年的损失。32 美国的吸毒过量死亡人
数持续增加，而且速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快。2015年至2016年期间所记录的按年龄调整
的吸毒过量死亡率的增加，是有史以来最大
的年度百分比增加。2015年至2016年间，吸毒
过量死亡增加了21.4%，达到创纪录的63,632
人。导致这一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与合成
类阿片（包括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和曲马
朵）有关的死亡：致使2016年大幅增至19,413
起过量死亡；从2015年起，增加了103%（超
过一倍）。这一波大幅增长继续维持了自2012
年开始的激增趋势，因为与合成类阿片相关
的死亡人数在男性中增加了10倍，女性中增
加了5倍。2016年间，除美沙酮之外的合成类
阿片致死人数首次超过了海洛因和来自天然
和半合成类阿片（包括吗啡、可卡因、盐酸
羟考酮和羟考酮）的致死人数。与海洛因有
关的吸毒过量死亡自2015年至2016年增加了
19%。自1999年以来，与海洛因吸毒有关的死
亡人数在女性中增加了12倍以上，在男性中
增加了7倍。33, 34 这符合2002-2004年期间至
2013-2015年期间女性海洛因吸毒量比上一年

31 Kenneth D.Kochanek等人，“2016年美国的死亡率”，
国家卫生统计数据中心简报第293期，2017年12月，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32 DeborahDowell等人，"类阿片中毒对美国预期寿命变
化的影响，2000-2015年"，《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第
318卷(2017年)，第11期，第1065-1067页。

33 Holly Headaard，Margaret Warner和Arialdi Miniño, 美
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1999-2016年美国吸毒过量死
亡数据简报”，第294期（2017年12月）)。

34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在线情
况调查表，可查阅：https://wonder.cdc.gov/.https://
wonder.c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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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导致死亡和生命过早丧失的原因：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a 估计，2016年全世界因吸毒而致死
的人数为452,000人(范围：420,000人至487,000人)(占全球各种
原因死亡人数的0.83%)，其中约四分之三(74%)为男性。未经
治疗的丙肝病毒(可导致肝癌和肝硬化)所占比例最大(45%)。

在全球范围内，2016年因吸毒造成的死亡导致1,680万年(范
围：1,550万至1,820万年)因过早死亡而丧生。b 这意味着，
吸毒致死者的平均寿命损失为37年——这一统计数字反映

了许多此类生命过早结束时的年龄都很小。最年轻年龄组
(30-34岁)因吸毒疾患(多数为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最多，
而未经治疗的丙型肝炎死亡则通常发生在年龄较大的年龄
组(55-59岁)。

(a) Leading causes of deaths attributable to drug use, 
2016

Source: Emmanuela Gakidou and othe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84 behaviou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 risks, 1990–2016: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 
The Lancet, vol. 390, No. 10100 (2017), pp. 1345–1422.

(b) Age distribution of deaths attributable to drug use 
compared to global deaths from all causes, 2016

Sourc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Data. 

a  Emmanuela Gakidou等人，“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对
84个行为、环境和职业及代谢风险或风险集群的比较风
险评估，1990-2016年：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

性分析”，《柳叶刀》，第390卷，第10100期(2017年)，
第1345-1422页。

b  卫生计量和评价研究所，《全球疾病负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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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Coverage of core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HIV and HCV among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by region, 2017

Source: Sarah Larney and others, “Global, regional, and country-level coverage of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and manage HIV and hepatitis C 
among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 systematic review”,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vol. 5, No. 12 (2017), pp. e1208–e1220. 

Notes: Regional grouping are those used by the authors. The level of coverage is classified as low, moderate or high according to the WHO, UNODC, 
UNAIDS Technical Guide for Countries to Set Targets for Universal Access to HIV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are for Injecting Drug Users (2012 revi-
sion) (Geneva, WHO, 2012). In the present figure, for Australasia,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or only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egional coverage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for antiretroviral therap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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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病例中检测到了芬太尼及其类似物。2016
年至2017年检测到芬太尼的吸毒过量死亡人数
增加了73%。然而，2012至2017年期间，未检测
到芬太尼的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基本上保持相当
稳定。36, 37 在其他国家，芬太尼仍然是一个小
问题，但爱沙尼亚例外，该国芬太尼在类阿片
的使用中已占主导地位达15年之久。 

欧洲吸毒过量死亡人数连续第三年上升，2015
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有数据可查的最
新年份)：死亡人数为8,441人。与类阿片有关的
死亡是造成总体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2015年
涉及类阿片(主要是海洛因)的死亡人数占吸毒
过量死亡人数的79%。据报告，德国、立陶宛、
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的吸毒过量死
亡人数有所增加。38 联合王国报告的吸毒过量
死亡人数在欧洲最高，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31%)。39 英格兰和威尔士40 2016年登记的男女

36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验尸官服务处，“英属哥伦比亚2008
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非法吸毒过量死亡” (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伯纳比首席验尸官办公室，2018年4月5日)。

37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验尸官服务处，“2012年1月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发现涉及芬太尼的非法吸毒过
量死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伯纳比首席验尸官办公
室，2018年1月31日)。

38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2017年欧洲毒品问题报
告：趋势和动态》(2017年，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
办公室)。

39 同上。
40 关于药物滥用致死的定义：要么是指一种其根本原因

在于吸毒或吸毒成瘾所导致的死亡，要么是指一种其
根本原因在于使用《1971年联合王国药物滥用法》控
制的任何物质的毒品中毒所导致的死亡。

增加150%、男性增加79%的增长幅度。35 除包括
合成类阿片(主要是芬太尼)在内的那些毒品致死
案例外，与使用海洛因、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
有关的死亡自2013年以来一直保持基本稳定。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吸毒过量死亡人数
在2017年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延续了始于2012
年的急剧上升趋势。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
芬太尼及其类似物(单独或与其他毒品一起使
用)有关，2012年只有4%的过量死亡病例检测到
芬太尼及其类似物，而2017年则有81%的过量

35 美国行为健康统计和质量中心，《美国主要物质使用
和精神健康指标》；2015年物质使用情况与健康调查
结果，健康服务出版物编号：SMA16-4984，NSDUH
系列H-51（2016年，马里兰州，罗克维尔）。

FIG. 6 Availability and coverage of needle and syringe programmes and opioid substitution therapy, by 
number of countries, 2017

Source: Sarah Larney and others, “Global, regional, and country-level coverage of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and manage HIV and HCV 
among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 systematic review”,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vol. 5, No. 12 (2017), pp. e1208–e1220.

Notes: Countries included (179) are those for which there was evidence of injecting drug use, even if there was no estimate of the number of PWID. For 
needle and syringe programmes, the level of coverage i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needle-syringes distributed per PWID per year, classified as follows: 

“low” is less than 100; “moderate” is 100–199; and “high” is 200 or more. For opioid substitution therapy, the level of coverage i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opioid substitution therapy clients per 100 primary opioid injectors, classified as follows: “low” is less than 20; “moderate” is 20–39; 
and “high” is 40 or more.

FIG. 7 Regional proportions of deaths  
attributed to drug use disorders, 2015

Source: WHO,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2015, deaths by cause, age, 
sex, by country and by region, 2000–2015. 
Note: Regions correspond to the classification used by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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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Overdose deaths from selected dru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ource: For United States, see Holly Hedegaard, Margaret Warner and Arialdi M. Miniño, “Drug overdose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9–2016”, NCHS Data Brief, No. 294 (December 2017). Fo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ee British Colombia Coroners’ Service, “Illicit 
drug overdose deaths in B.C., January 1, 2008–February 28, 2018”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Office of the Chief Coroner, 5 April 2018); 
and British Colombia Coroners’ Service, “Fentanyl-detected illicit drug overdose deaths. January 1, 2012–December 31, 2017”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Office of the Chief Coroner, 31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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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药物死亡人数是自1993年开始记录以来最
高的：达到了2 ,593人。药物滥用导致的死亡，
主要是海洛因和/或吗啡造成的。41

自2011年以来，澳大利亚毒品导致的死亡(可
直接归因于吸毒行为的死亡)大幅增加，2016
年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1,808人。
这些死亡大多是由意外使用过量造成的(71%)
，其次是自杀过量(23%)，其他原因如吸毒所
致慢性并发症或意图不明的死亡占其余的6%
。这些毒品导致的死亡主要与非医疗使用苯
二氮卓类药物和羟考酮有关，这两种药物都
是用来治疗焦虑和缓解疼痛的处方药。由于
使用受控物质而造成的死亡也在增加，与兴
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和结晶性甲基苯丙胺)有
关的死亡率自1999年以来增加了三倍。42 

亲眼目睹或亲身体验吸毒过量如今已成普遍现象

非致命性吸毒过量比致命吸毒更常见，许多吸
毒者都报告说他们亲身经历过非致命性吸毒过
量。致命性吸毒过量只占所有吸毒过量的一小
部分，估计为2%至4%。43 根据对文献进行的
全球系统审查，相关研究44 中的吸毒者几乎有

41 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英格兰和威尔士与毒品中毒有关
的死亡：2016年案例登记”，“统计公报” (2017年8月)。

42 澳大利亚统计局，“死亡原因，澳大利亚，2016年”
， 2017年9月27日，第3303.0号。可查阅：www.abs.gov.
au/ausstats/abs@.nsf/mf/3303.0 。

43 Shane Darke，Richard P. Matick和Louisa Degenhardt，《
非致命性海洛因过量与致命海洛因过量之间的比率》
，《瘾癖》，第98卷, 第8期 (2003年), 第1169–1171页。

44 在43项单独研究中，有6项研究涉及任何物质的使用

一半(47%；范围：17%至68%)报告说，他们一
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非致命性过量，几乎有六
分之一的吸毒者(17%; 范围：4%至38%)说他们
在过去一年中亲身经历了非致命性过量。45

毒品使用过量的风险与毒品使用途径有关，
注射吸毒过量的风险比吞咽、闻嗅或吸烟更
高。46 使用某些毒品的组合会增加吸毒过量
的风险，特别是海洛因与酒精和苯二氮杂类
等抑制剂的结合使用。47 对于使用类阿片的
吸毒者，在戒断一段时间后再开始使用，例
如中断或停止治疗，或在从监狱获释后不久，
会导致吸毒过量的风险增加，这与减少对类
阿片的耐受性有关。48, 49

非致命性过量可使吸毒者产生严重的健康问题，
如肌肉组织断裂、肾功能衰竭、心脏问题、癫
痫发作、神经受损或认知障碍等。50 非致命性

者，而绝大多数研究的对象是海洛因、“快克”和/或
可卡因使用者(21项研究)，或注射吸毒者(16项研究)。

45 Silvia S. Martins 等人，“世界范围内非有意吸毒过量的流
行和趋势：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性审查”，《美国公共卫
生杂志》，第105卷，第11期(2015年)，第e29至e49页。

46 M.Teresa Brugal等人，“与非致命性海洛因使用过量有
关的因素：评估海洛因使用频率和途径的影响”，《
瘾癖》，第97卷，第3期（2002年），第319-327页。

47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卫组织，“类阿片使用过
量：预防和减少类阿片过量死亡率”，讨论文件，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2013年(2013年6月)。  

48 世卫组织，《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防止使用过量死亡》
(2014年，哥本哈根)。

49 John Strang等人，“住院类阿片解毒后耐受性的丧失和
过量使用死亡率：后续研究”，《英国医学杂志》，
第326卷，第7396期(2003年)，第959-960页。

50 Matthew Warner-Smith等人，“海洛因过量使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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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酮带回家”方案，向类阿片使用者和可能
出现类阿片使用过量的其他人提供纳洛酮培
训和过量管理教育以及把纳洛酮包带回家使
用。通过作出得当反应，包括采用目睹吸毒
过量的人使用纳洛酮等手段，类阿片使用过
量是可逆的。54, 55, 56, 57

C. 毒品供应规模 

毒品种植和生产
大麻仍然是全世界生产最广泛的毒品

大麻不仅是世界上消费最广泛的毒品，而且
也仍然是生产最广泛的毒品。2010-2016年期
间，所有区域的145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向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了其国内大麻种
植情况，所涉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94%，是报
告罂粟种植的国家数目的两倍多。 

罂粟和古柯树种植都有显著增长

2006年以来，全球罂粟种植总面积比前一年增
长了约37%，到2017年达到近418,000公顷，比
之前的面积翻了一番。这主要是由于阿富汗罂
粟种植面积显著增加，58 该国占2017年全球鸦
片产量的86%。然而，阿富汗罂粟种植增加的
原因并不单一，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和地理上不
同的因素会影响到农民种植罂粟的决定。政治
不稳定、腐败以及缺乏政府控制和安全欠缺等
一系列因素和事件等可能加剧了法治方面的挑
战。由于阿富汗政府正在将重点转移到打击人
口稠密地区的反政府分子上，因此可能致使农
村人口更加脆弱。国际援助界参与的减少也可
能阻碍了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机会。

相比之下，缅甸2017年的鸦片产量约占全球鸦

54 John Strang和Rebecca McDonald，“用带回家的纳洛酮
预防类阿片使用过量死亡”，《卓识系列丛书》第20
辑 (2016年，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卢森堡)。

55 世卫组织，“类阿片使用过量的社区管理”(2014年，
日内瓦)。

56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预防致命过量使用：对
把纳洛酮带回家方案的成效进行一项系统性审查”，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研究论文(2015年，卢森堡，
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

57 Alexander Y. Wallee等人，“类阿片使用过量率和在
马萨诸塞州实行过量使用教育和纳洛酮鼻内给药：中
断的时间序列分析”，《英国医学杂志》，第346卷 
(2013年)，第1-13页。

58 有关类阿片市场的详细讨论，见本报告第三分册。

过量与随后的致命性过量有关联，其风险会随
着先前的非致命性过量的次数而增加。51, 52 
及早认识到过量用药正在发生并随后采取干
预措施往往是防止致命过量的关键所在。使
用海洛因和/或可卡因或注射毒品的人中有很
高比例(几乎四分之三)报告说，他们目睹了吸
毒过量(包括那些被证明是致命的过量)。53 这
意味着吸毒者实际上有机会干预和影响事件
的结果，以及是否可证明是致命的过量，例
如，在类阿片使用过量的情况下服用纳洛酮。
过去20年来，一些国家实行了所谓的“把纳

因和后果”， 《瘾癖》，第96卷, 第8期 (2001年), 第
1113–1125页。

51 Mark A. Stoové，Paul M.Dietze和Damien Jolley，“以
往非致命性海洛因过量使用后的过量死亡：救护车出
勤记录与死亡登记数据之间的联系”，《毒品与酒精
评论》，第28卷, 第4期 (2009年), 第347–352页。

52 Alexander Caudarella等人，“非致命性过量使用作为注
射吸毒者中随后致命过量使用的危险因素”，《毒品
和酒精成瘾》，第162卷(2016年)，第51-55页。

53 Silvia S. Martins等人，“非有意药物过量的全球流行率和
趋势：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性审查”，《美国公共卫生杂
志》，第105卷，第11期（2015年），第e29-e49页。

FIG. 9 Proportion of drug usersa who have 
witnessed an overdose (including fatal 
overdoses) or personally experienced a 
non-fatal overdose 

Source: Silvia S. Martins and others, “Worldwide prevalence and 
trends in unintentional drug overdos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
era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105, No. 11 
(2015), pp. e29–e49.
Note: The numbers of studies included are shown in the legend. The 
shaded box depicts the middle 50 per cent of the data points (i.e., corre-
sponding to the 25th and 75th percentiles) with the horizontal like within 
this box depicting the median value. The error bars are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a Of the 43 separate studies, 6 studies were among users of any substance, 
while the vast majority were among heroin, “crack” and/or cocaine 
users (21 studies), or among PWID (16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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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增长要大得多。这主要是由于阿富汗
的罂粟产量逐渐增加，从过去几年主要种植
区报告的低水平开始恢复。

全球可卡因制造量在2005-2013年期间有所下
降，62 在2013-2016年期间增长了56%。2016年
可卡因潜在产量达到1,410吨(100%纯度)，这
是估计的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全球可卡因制
造量增加25%。据报告，2016年可卡因潜在制
造量增长最大(34%)，哥伦比亚占全球总量的
60%以上。

毒品缉获情况

毒品缉获量(按重量)或缉获案件数目可用于对
毒品缉获的分布、规模和模式进行分析。不
过，这两项指标都不是毒品贩运的直接指标，
因为它们也反映了执法能力状况和优先事项
排序。然而，如果一并考虑毒品缉获案件的
数目和缉获数量的变化，并考虑到纯度调整
后价格方面的变化，则有助于查明毒品供应
的趋势和模式，以及执法活动和毒品贩运战
略的变化。例如，澳大利亚最近的一项研究

62 1961年的《麻醉品单一公约》是指不作进一步加工的
鸦片等物质的生产，以及需要实验室加工的可卡因等
物质的生产。

片产量的5%，但罂粟种植和生产则有所减少。

全球古柯树种植面积约为罂粟种植总面积的
一半，但2000-2013年期间下降了45%，2013-
2016年期间增加了76%，达到213, 000公顷。59 
因此，古柯树种植已恢复到2001年报告的水
平，仅略低于2000年的峰值(4%)。这一下降以
及随后古柯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哥伦比亚
古柯树种植发生了变化。然而，2016年间，所
有三个古柯生产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
伦比亚和秘鲁的古柯树种植均有所增加，致
使当年古柯树种植总面积增加了36%。 

鸦片生产处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始监测
以来的最高水平，可卡因制造处于有史以来的
最高水平

据估计，2017年全球鸦片产量约为10,500吨，是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自21世纪初开始每年监
测全球鸦片产量以来有案可查的最高水平。60 
2016-2017年期间，全球鸦片产量61增加了65%(
自2015年以来增加了120%)，比罂粟种植面积

59 有关古柯树种植方面的资料已从2016年开始提供。
60 根据20世纪前几十年文献中关于鸦片生产的估计数，

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鸦片产量要远远高于最近这
些年的水平。  (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药
物管制的一个世纪》，2009年)。然而，这些早先的估
计是基于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如鸦片种植者缴纳税
款和其他税款等)，与本报告中提出的相关数据不完全
具有可比性，这些数据主要以遥感手段和产量调查为
基础获得(详见本报告的在线方法学附件)。

61 为鸦片估计产量，罂粟种植面积乘以每个区域每公顷
的鸦片产量。

FIG. 10 Total area under opium and coca  
cultivation, 2006–2017

Source: UNODC, coca and opium surveys in various countries;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 
various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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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Global opium production and cocaine 
manufacture, 2006–2017

Source: UNODC coca and opium surveys in various countries;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and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 
various years.
Note: Cocaine manufacture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 a hypothetical manu-
facturing output level of 100 per cent pure cocaine; actual cocaine manu-
facturing output, unadjusted for purit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new” versus the “old” conversion ratios can be 
found in the online methodology section of this report.) 



27

 GLOBAL OVERVIEW OF DRUG DEMAND AND SUPPLY B. Health consequences of drug use 2

了4,700吨)，而大麻树脂缉获量则增加了6%，
达到1,600吨。

2016年全世界缉获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数量增加
了20%，达到247吨，创历史新高。2016年苯
丙胺缉获量增加了35%，达到创纪录的70
吨；“摇头丸”缉获量增加了37%，达到14
吨；甲基苯丙胺缉获量增加了12%，达到158
吨的创纪录高点。

与此相类似，全世界可卡因缉获总量 (包括古
柯糊和可卡因碱基糊)也在2016年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超过了1,100吨，66 这比前一年增加
了20%以上，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60%以上。
这可能与近年来古柯叶种植和全球可卡因制
造明显增加有关。

然而，据报告，2016年缉获的一种数量增长最
快的特定毒品是植物性精神活性物质，主要
原因是其中卡痛叶的缉获量增加了7倍，达到
400多吨。相比之下，2016年缉获的合成新型
精神活性物质数量显著下降了50%以上，比
2012年下降了60%以上。这一下降最为明显的

66 这一数字不能与可卡因制造的估计数量(1,410吨)相比
较，因为所制造的可卡因估计纯度为100%，而缉获的
可卡因并未按此种纯度进行相应调整。

表明，对于大多数毒品(特别是可卡因和苯丙
胺类兴奋剂)而言，缉获次数和截获数量的增
加主要反映了供应方面的变化：这些增加与
随后的低水平贩运以及与毒品有关的逮捕和
消费的增加(如急诊室就诊人数中所反映的那
样)相契合，反之亦然。63

大麻仍然是全世界缉获量最大的毒品，其次是
古柯和与可卡因有关的毒品

2016年大麻继续是全球范围内缉获数量最大的
的毒品，其次是与古柯和与可卡因有关的毒
品、类阿片、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苯丙胺类
兴奋剂(主要是甲基苯丙胺)。

2016年全球缉获的类阿片数量最多的是鸦片。
然而，以海洛因当量表示，64 所缉获的类阿
片数量最多的是海洛因，其次是药物类阿片。
后者中缉获量最大的是曲马朵，这是一种不
受国际管制的类阿片，其次是可待因、羟考
酮和芬太尼。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的效力可能
是吗啡的100至10,000倍，所以即使是小数量
也能代表很大的剂量。因此，就剂量而言，
芬太尼及其类似物估计占2016年缉获的类阿片
的大多数。65

2016年缉获的植物性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总量最
大的是卡痛叶(千金藤)，它既具有类阿片性
质，又具有类似兴奋剂的作用；植物新型精
神活性物质总缉获量第二大的是兴奋剂阿拉
伯茶。2016年缉获的镇痛剂和镇静剂总量中，
最大一部分与甲喹酮有关，其次是苯并二氮
杂卓，而巴比妥酸盐的缉获量仍然很小。2016
年致幻剂缉获量中以迷幻剂为主。

缉获的苯丙胺类兴奋剂、可卡因、植物性新型
精神活性物质和镇静剂的数量显著增加 

尽管大麻继续在全球毒品缉获量中占据主导
地位，但2016年缉获的大麻产品数量减少了
16%。这反映出所缉获的大麻药草数量减少了
22% (主要原因是非洲和美洲的缉获量减少到

63 Wai-Yin Wan, Don Weatherburn, Grand Wardlaw,Vsailis 
Sarafidis和Grant Sara，“毒品缉获量是否预示着与毒品
有关的急诊部门的报告数目或预示着因吸毒和拥有毒
品而被捕的人数？”，《国际毒品政策杂志》，第27
期(2016年)，第74-81页。

64 10公斤鸦片相当于1公斤海洛因。
65 关于以估计剂量表示的缉获量的详细计算方法，见本

报告的在线方法学附件。

FIG. 12 Global quantities of drugs seized, 20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data, 
providing information from 124 countries.
Note: Quantities seized have not been adjusted for purity or po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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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缉获量下降可能反映出毒品贩运乃至执法
战略的变化

会员国2016年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了
250万起毒品缉获案件，而2015年为240万起(分
别由69个国家和65个国家报告)。2015-2016年
期间，所有毒品缉获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大麻
(主要是大麻药草)，其次是苯丙胺类兴奋剂。

对每种毒品在缉获案件中所占份额的发展趋
势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过去十年间全球大
麻缉获案件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相比之下，
苯丙胺类兴奋剂(主要是甲基苯丙胺)、类阿片
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缉获案件的比例在同一
时期有所上升。对2005-2006年和2015-2016年
两个时期报告缉获案件的71个国家的数据进
行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这种趋势。

要对毒品缉获案件数目和缉获数量的全球趋势
进行比较具有挑战性，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会
报告其所缉获的案件数量。考虑到2005-2006年
和2015-2016年时期报告的缉获数目和缉获量的
国家样本(71个国家)，可在此指出的是，2005-
2006年至2015-2016年期间，毒品缉获案件总数
增加了17%，而毒品缉获量则增加了3%。

毒品缉获案件的毒品平均数量从2005-2006年
的大约6公斤减少到2015至2016年期间的5公
斤。然而，71个报告的国家平均缉获量的总
体下降掩盖了所截获的不同类型的毒品之间
的差异。大麻药草、大麻树脂、可卡因、吗
啡、“摇头丸”、植物性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和合成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平均缉获量从

是所缉获的苯甲胺素(-99%)和合成大麻素的数
量，2012-2016年期间下降了87%。这主要与截
获的“香料”类混合物(草药与合成大麻素混
合)的数量显著下降有关。2012-2016年期间，
所缉获的哌嗪类物质数量保持稳定，而合成
卡西酮、色胺和氯胺酮以及苯环吡啶类物质
的缉获量则有所增加。

2016年全世界缉获的类阿片数量增加了约13%
，主要原因是所截获的阿片剂数量有所增加，
这反映了鸦片生产以及吗啡和海洛因制造量
的持续增长。据报告，2016年鸦片(658吨)和
海洛因(91吨)的缉获量分别增加了12%和10%
，而所截获的吗啡总量则增加了7倍，达到65
吨。

虽然2016年全世界缉获的类阿片药物总量比
2015年的很高水平下降了20%以上，但仍然是
2012年缉获量的9倍。2012-2016年期间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所截获的曲马朵以及氢考酮、羟
考酮和芬太尼的数量出现大幅增加。

据报道，2016年截获的镇痛剂和镇静剂数量增
加了7倍。这主要是由于所缉获的甲喹酮、苯
二氮杂卓和γ-羟基丁酸(G水)数量显著增加。

2015-2016年全世界缉获的致幻剂数量减少了
90%以上，从中期情况看，2012-2016年期间减
少了75%，主要原因是北美洲的缉获量明显下
降。然而，2016年缉获的迷幻剂原型数量增加
了一倍多，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和北美缉获的
迷幻剂数量有所增加。

FIG. 13 Global quantities of selected drugs seized, 2012–20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A rate of 10:1 was used to transform seizures of opium into seizures expressed in heroin equiv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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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缉获的毒品数量相比较，毒品缉获案件的
数目有了更大增加，因此2005-2006年至2015-
2016年期间缉获案件的毒品平均数量有所下
降，这可能是执法战略和贩毒方式发生变化
的结果。执法战略的变化可能包括以零售和
微型贩运为针对目标，更多地强调不那么笨
重的毒品类型。毒品贩运活动的变化则可能
包括一种趋势，即采取越来越多的少量毒品
运输——这是毒品贩运组织为减少被查获所
造成的损失而采取的一项手法(包括使用毒骡
和邮政/私人包裹服务，特别是通过暗网销售
毒品等)。贩运较少数量的毒品或贩运纯度较
高的物质的趋势也可能是每次缉获案件的缉
获量下降的原因，但也可能是由于毒贩更多
地利用社会供应网络分销毒品。此外，较小
缉获案件的报道工作有所改进，也可能是导
致个别缉获量的平均数量出现下降的原因。

然而，不同类型毒品的缉获案件平均重量的
差异并不一定表明执法干预措施或贩毒者的
作案方式发生了变化，因为不同毒品的纯度
和效力彼此之间有着很大差异。

2015-2016年期间，所缉获的一些最大宗的毒
品，如植物性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每例13公
斤，主要是阿拉伯茶和苦杏仁的缉获量)、鸦
片(9.5公斤)和大麻植物(9.2公斤)等，在缉获量
中所占份额最大。

2015至2016年截获的可卡因平均缉获量(每案
3.4公斤)远远大于苯丙胺类兴奋剂、合成新型

2005-2006年到2015-2016年期间都有所下降，
而大麻植物、鸦片、甲基苯丙胺、苯丙胺、
迷幻剂和甲喹酮的个别缉获案件的平均数量
则有所增加。

FIG. 14 Changes in quantities of drugs seized 
and number of drug seizure cases from 
2005–06 to 2015–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Calcul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71 countries (index: 2005–2006 = 
100).

FIG. 15 Distribution of global number of drug seizure cases, 2015–2016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The calculations are based on a breakdown of almost 5 million seizure cases reported to UNODC in the period 2015–2016 period. The data set 
includes 2.4 million seizures cases reported in 2015 and 2.5 million seizures cases in 2016. Seizure case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from 80 
countries, including 65 countries reporting in 2015 and 69 countries reporting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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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克)是迷幻剂、苯并二氮杂卓、“快克”可
卡因和巴比妥酸盐。这可能反映了制造地点(
迷幻剂、“快克”可卡因)之间或它们被转入
非法渠道(苯并二氮杂卓和巴比妥酸盐)与其各
自的消费市场之间的距离相对较短。

暗网毒品交易对执法部门构成了日益严峻
的挑战

迄今为止，对暗网(包含那些只能使用特殊浏
览器访问和获得信息的“深网”部分)的实证
研究有限。下文概述了最近开展的一些研究(
通常利用网络爬行搜索技术对各种暗网市场
网站进行反复快照并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
了解通过暗网购买毒品的趋势和模式。讨论
中还借鉴了参与卧底活动的欧洲和北美警察
专家的经验和深入了解，以期查明毒品销售
者并查封那些暗网毒品销售平台。 

暗网：毒品市场经营模式 

如今许多非法活动都利用暗网进行，包括毒
品贩运。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
盟执法合作局针对暗网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
发现，截至2017年8月止，全世界五大暗网市
场的所有出售品目录中，有60%以上都与非法
毒品销售有关，包括与毒品有关的化学品和

精神活性物质或海洛因的个别缉获量。这可
能意味着可卡因比其他毒品更有可能大量贩
运，例如在半潜器、船舶和集装箱中贩运。
尽管在同样漫长和多样的贩运路线上被贩运
到其主要消费市场，但海洛因缉获量(0.2公斤)
的平均重量要比可卡因小得多。

2015-2016年期间报告的平均缉获量最小(不到

FIG. 16 Average size of drug seizures in  
2015–2016 and trend in average size 
from the period 2005–2006 to the period 
2015–2016, selected drugs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See online methodological annex for calculation details.

FIG. 17 Average size of drug seizures in 2015–2016 and trend in average size from the period 2005–2006 to 
the period 2015–2016, selected drugs

Source: UNODC, responses to the annual report questionnaire. 
Note: See online methodological annex for calculatio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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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网毒品交易平台高度波动且频繁消失不见

自2010年以来，暗网市场一直在不停运作，71 
尽管只是自2011年2月“丝绸之路”交易平台
启动(2013年10月被查封)以来，这些市场才真
正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由各种用作交易
平台的网站组成，与那些用于购买合法货物
和服务的公共万维网(“开放网络”)上的合法
交易平台相类似。然而，许多暗网交易的非
法性意味着，暗网与开放的万维网交易平台
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其中的主要区别是使用一种专用货币——主要
是比特币、代管账户，以及交易平台的迅速出
现和消失，这些平台往往与非法商业做法直接
相关。根据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
盟执法合作局对2011-2017年期间全球运营的103
个暗网市场的详细调查分析结果，暗网市场平
均活跃期为8个多月，其中最持久的市场平均
运行时间不到4年，大多数市场的运行时间不
超过一年。因此，暗网上的主要交易平台经常
发生变化，从2011-2013年期间的“丝绸之路”
交易平台，到2014年的“集市”和“演进”平
台，2015-2016年的“阿尔法湾”、“核子”
和“梦幻市场”，以及2017年以“阿尔法湾”
为主的市场。自2017年7月阿尔法湾”解体以
来，主要交易平台继而由“梦幻市场”和一些
新兴市场所取代，诸如“瓦尔哈拉”、“丝绸
之路3.1”、“暗网英雄联盟”、“苹果市场”
、“狮子屋市场”、“贸易路线”、“华尔街
市场”、“RS俱乐部市场”、“锡安市场”
、“无限市场”、“蟒蛇”市场等。72 

71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

72 同上。

药品。67 仅毒品的非法销售一类就占所有此
类目录的将近一半。

希望经由暗网购买毒品的人通常通过“洋葱路
由器”获取毒品，以确保他们的真实身份不至
暴露。使用专门的暗网浏览器，例如格拉姆斯
浏览器等，使他们能够导航到他们想要的市场
平台。在暗网市场上购买的产品通常用比特币
等加密货币支付。68 然后比特币可用来购买其
他商品和服务，也可兑换成不同的国家货币。
在这些市场上购买的毒品通常由公共或私人邮
政服务递送，69 包裹通常寄往匿名邮递信箱，
特别是自动“邮包站”进行自助收取。

暗网对供应商和客户的主要优势是交易的匿
名性，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人身接触。暗网贩
运还克服了供应商和客户必须在同一地点的
挑战，并获得了供应商需要有维持标准毒品
市场所需的临界数量。与传统的互联网交易
一样，客户也会听取其他客户对销售产品质
量和供应商可靠性的反馈并作出改进。暗网
平台还保证所销售货物得到付款，通常使用
代管账户系统，70 后者要求对所订购的货物
立即付款，但同时又延迟付款的最终完成，
直至客户实际收到所订购的货物为止。 

67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毒
品与暗网：执法、研究和政策前景》，联合出版物系列
(2017年，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第15页。 

68 自暗网毒品市场开始营运以来，比特币一直是最受欢
迎的支付货币(Martin Horton-Eddison and Matteo Di Cris-
tofaro，“加密毒品市场的严格干预措施和创新办法：
代管办法”，政策简报第11号(2017年8月，联合王国斯
旺西，全球药物政策观察站，斯旺西大学)，第4页。

69 世界海关组织，《2015年非法贸易报告》(2016年12
月，布鲁塞尔)，第44页。

70 Horton-Edison和Di Cristofaro，“加密市场的严格干预
措施和创新办法”，第3页。

FIG. 18 Importance of drugs and drug-related chemicals for the darknet (based on listings on the main dark-
net markets) 

Source: EMCDDA and Europol, Drugs and the darknet, November 2017, p. 15.
Note: Based on active listings data from AlphaBay, Dream Market, Hansa, TradeRoute and Valhalla darknet marketplaces, spanning from the launch of 
each marketplace to 21 August 2017 (or market closure).

38%62%

5%
18%

77%

Pharmaceuticals Drug-related
chemicals

Illicit drugs 

Other
Fraud and counterfeit: 44%
Guides and tutorials: 30%
Other: 19%
Hacking and malware: 5%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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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有实例表明，供应商和用户都只是迁移到
下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继续运营。80 欧洲联盟
执法合作局对主要暗网毒品市场的销售目录进
行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主要暗网毒品市场关闭
后，相应的总体暗网活动数量随即随之下降。
为此，在大部分交易平台被关闭后，那些幸存
市场的价格也会随之相应上涨。然而，随着供
应商和用户迁移到另一个暗网市场，其价格很
快又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81 

对暗网交易量的监测结果将会显示，2017年7
月“阿尔法湾”和“汉萨”平台被查封是否
会产生长期影响。事实上，在“汉萨”网站
被捣毁之前，警方已连续运作多天，旨在了
解该网站的运作情况并设法掌握关于客户和
供应商的更多数据。

比特币的价值不受暗网市场关闭的影响。比
特币市场上的投机性投资对比特币价值的影
响远大于暗网市场的下跌。比特币仍然是暗
网市场交易的主要交换手段，但用于非法药
物交易的比特币数量似乎仍占所有比特币交
易的有限部分。最近一项关于比特币洗钱问
题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法医分析工具，将
公共区块链数据与比特币地址的专有数据集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2013-2016
年期间，“非法比特币”主要与暗网市场上
的交易有关(主要是2013年与“丝绸之路”
、2014年和2015年与“集市”、以及2016年
与“阿尔法湾”的交易)，但仅占以不同国家
货币进行的所有交易的0.6%。然而，该研究
的作者承认，这可能是一个下限估计，比特
币洗钱的真实比例可能会更高。82

暗网毒品贩运的总体重要性仍然很有限 

据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
作局估计，2011年11月22日至2015年2月16日期
间，16个主要暗网市场上的毒品销售总额为
1.724亿欧元(欧洲联盟国家为7,900万欧元，其

79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11页。

80 根据2015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奥地利巴德拉赫举行的关
于欧洲联盟开展联合调查打击虚拟市场（暗网）贩毒
的国际会议的调研结果。

81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62页。

82 Yaya J. FANUsie和Tom Robinson，“比特币洗钱：对非
法流入数字货币服务的比特币的分析”，2018年1月12
日。可 查阅：www.defenddemocracy.org/ 。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
作局还分析了2010-2017年7月底期间导致全球
89个交易市场关闭的原因。他们发现，“退
出骗局”是最常见的关闭原因(占35%)，即经
营者突然关闭其网站并卷走用于便利交易的
代管账户中的所有资金；其次是“自愿退
出”(占27%)，即因执法行动而导致的关闭(占
17%)；以及第三方黑客攻击（占12%)。73 

尽管就2011-2017年期间在暗网上运营的网站
数量而言,其中大部分交易平台的关闭并非是
执法机构的功劳，但执法机构的确于2017年7
月取得了一次巨大成功，当时最大的毒品交
易平台“阿尔法湾”被美国、加拿大、泰国、
荷兰、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联合开展的“刺
刀”行动的一部分所捣毁。74 2016年初时，在
暗网上发现的38,000种销售品目录中，“阿尔
法湾”网站占了其中近30%。75 一年之后，“
阿尔法湾”网站上的非法毒品和化学品种类
竟然达到了25万多种，此外还有10万多种被盗
和欺诈性身份证件和连接装置、假冒货、恶
意软件和其他计算机黑客工具、火器和欺诈
性服务出售目录。“阿尔法湾”在其存在期
间的用户超过200,000，供应商也达到40,000
。76 2017年初时，即其被执法机构捣毁的前几
个月，该网站的日销售金额超过60万欧元，
高于一年前的每天约20万欧元，是2013年夏
季“丝绸之路”网站创纪录销售额的两倍。77 
在查封交易平台“汉萨”时，该交易平台当
时是“暗网上的第三大犯罪市场，非法毒品
和其他商品的交易量也同样很高。78

以往主要交易平台的倒闭并未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对通过暗网进行的毒品贩运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
局认为，“以查封暗网市场的形式进行的执法
干预打乱了暗网市场，但整个暗网生态系统似
乎相当有弹性，新市场通常会随后迅速建立”

73 同上。
74 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全球协调行动沉重打击了犯

罪暗网活动”，新闻稿，2017年7月20日。
75 Kruithof等人，“互联网为毒品交易提供了便利：对荷

兰的规模、范围和作用的分析”，研究报告系列，文
件编号：RR-1607-WODC(2016年，加州圣塔莫尼卡，
兰德公司)。可查阅：www.rang.org/。

76 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沉重打击了犯罪暗网活
动”。

77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42页。

78 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沉重打击了犯罪暗网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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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兰德研究报告中特别提到的暗网市场上出
售的数量，因而可能会低估了每次交易所涉
及的数量，从而低估所估计的总收入金额。

欧洲兰德公司的研究还估计，2016年暗网涉毒
收入最大的是在北美经营的毒品供应商(占全
球收入的43%)，其中最显著的是那些在美国
经营的毒品供应商(占全球收入的36%)，其次
是在加拿大经营的毒品供应商(占全球收入的
7%)，再次是在欧洲经营的毒品供应商(占全
球收入的35%以上)，其中最显著的是那些在
联合王国(占全球收入的16%)、德国(8%)和荷
兰(8%)经营的毒品供应商。89 欧洲毒品和毒
瘾监测中心/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的研究还确
定这三个国家为受暗网毒品贩运影响最大的
欧洲国家，90 其他主要毒品供应商在澳大利
亚（占全球总收入的11%），而另有3%的收
入来自其他国家。对在各种暗网市场网站毒
品供货目录旁边列出的电子邮件地址发现的
供应商人数的分析(占所有毒品供应商的五分
之一)也查明了亚洲的一些毒品供应商，其中
最显著的是中国(占所有已查明电子邮件地址
清单的9%)和印度(3%)以及阿富汗(1%)。91 

研究表明近年来与毒品有关的暗网活动显著增多 

执法部门提供的信息92 和关于毒品供求情况
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暗网上的涉毒活动有所
增加。93 欧洲兰德公司的研究发现，2013年10
月至2017年1月期间，每月的涉毒交易量增长
了2.6倍。94 欧洲反洗钱委员会针对暗网的研
究结果显示，2016年年初至2017年初期间，通
过“阿尔法湾”进行的暗网月销售量增长了
两倍。95 迄今为止，尚未获得任何自2017年7
月“阿尔法湾”和“汉萨”被查封后暗网销
售演变方面的相关信息。

89 欧洲兰德公司，“互联网为毒品交易提供了便利”。. 
90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47页。
91 欧洲兰德公司，“互联网为毒品交易提供了便利”。
92 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2017年欧盟重大和有组织犯罪

威胁评估报告：《欧洲联盟与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技
术时代的犯罪(2017年，海牙),第11页。

93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10页。

94 欧洲兰德公司，“互联网为毒品交易提供了便利”。
95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43页。

他国家为9,330万欧元)，83 相当于约2.22亿美
元，即平均每年4,400万美元。欧洲最大的收
入来自苯丙胺类兴奋剂(苯丙胺和“摇头丸”)
的销售，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的销售，其中最
大的收入来自德国(超过2,500万欧元)、联合王
国(2,000万欧元)和荷兰(1,800万欧元)。84 

随后对“阿尔法湾”贩毒交易的分析结果85 显
示，2015-2017年期间，前一个网站实际产生
的毒品销售量要比前四年大得多。2015-2017
年期间的销售额估计为1.63亿欧元，包括2015
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欧洲联盟国家的4,640万
欧元和世界其他国家的1.166亿欧元(相当于平
均每年6,500万欧元或7,300万美元)。然而，目
前尚不清楚的是，2015-2017年期间经由“阿
尔法湾”的交易量增加是否是因为暗网上的
毒品交易总量急剧增加，抑或是以牺牲其他
网站为代价的网站受欢迎程度的增加所致。

欧洲兰德公司于2016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估
计，2016年初时，当时最大的八个暗网市场86 
每月产生的涉毒收入可达1,400万至2,500万美
元(相当于每年1.7亿至3亿美元)。这一数字远
高于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欧洲联盟执法
合作局对2011-2015年期间的涉毒收入估计(每
年4,400万美元)。这可能表明近年来暗网市场
活动明显扩大。然而，根据欧洲兰德公司研
究报告提供的估计数，全球暗网毒品市场在
美国87 和欧洲联盟加在一起的年度毒品零售
市场中所占比例不超过0.1%至0.2%。88 但需
对此持审慎态度，因为欧洲兰德公司在其研
究中使用的方法假定，所有买家只购买了欧

83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35页。

84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和欧洲联盟执法合作局，《
毒品与暗网》，第47页。

85 欧洲兰德公司利用一种网络爬行搜索技术于2014年12月
22日在“阿尔法湾”确定了37,896项出售品目录；在19
个加密市场上确定的出售品总数(大部分在几个月后，
即2015年进行了调查)达到133,061项；见网上文章“互联
网为毒品交易提供了便利”，可查阅：www.ram.org 。

86 这些市场可能是2016年1月至2月的“阿尔法湾”、“
核子”、“梦幻市场”、“加密市场”、“汉萨”
、“蟒蛇”、“法国暗网”、“暗网英雄联盟”，当
时约占所有销售品目录的80%。

87 据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估计，美国药品市场
2010年约为1,090亿美元(范围：690亿至1,710亿美元)
(Beau Kilmer等人，《美国用户2001至2010年期间在非
法药物上花了多少钱？》，研究报告系列，文件编
号：RR-534-ONDCP(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
卡，兰德公司)。

88 据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估计，2013年欧洲非法药
物市场的零售价值约为243亿欧元(范围：210亿至310亿
欧元)，相当 于每年320亿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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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毒品调查》系基于一项非具代表性的
便利性抽样调查(不能据此对调查之外的吸毒
者进行推断)，该调查对50多个国家(其中发达
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多)的约10万人进行了网上
调查。调查结果发现，通过暗网购买毒品的
互联网用户比例从2014年的4.7%上升到2018年
1月份的9.3%，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报告说出
现了增长情况。2018年报告通过暗网购买毒品
的互联网用户比例最高的是北美、大洋洲和
欧洲。

调查中有一个关于“阿尔法湾”和“汉萨”
被查封的后果的提问。对该提问的答复显示，
自这两个暗网平台被取缔之后，15%的互联网
用户使用暗网购买毒品的频率比以前降低
了，9%的人已完全停止使用暗网购买毒品，
但同时也有19%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暗网市场
时会设法改进其操作安全装置以提高安全性。
然而，大多数人(57%)不认为自己受到暗网市
场关闭的影响。

FIG. 19 Proportion of Internet users reporting to an online survey who used drugs in the past year and who 
purchased drugs via the darknet, 2014 and 2018 (annual prevalence)

Source: Global Drug Survey. Available at https://www.globaldrugsurvey.com/wp-content/themes/globaldrugsurvey/results/GDS2017_key-
findings-report_final.pdf.
Note: The proportions shown here are based on convenience samples of people who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surveys. The total number of 
persons answering darknet market-related questions was 53,5572 in 2018, all of whom also reported their past-year drug use.
a For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no data for 2014 or 2018 were available, so data from the closest year were used instead: Finland (2016 and 2018); Norway 
(2016 and 2017); Wales (2017); Scotland (2015 and 2018); Croatia (2017); Greece (2017); Poland (2015 and 2018); Italy (2015 and 2018); Portugal (2014 
and 2017); Iceland (2017); Argentina (2017); Mexico (2014 an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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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Prevalence of drug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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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NEX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nd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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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苯丙胺类兴奋剂——由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列入国际管制的合成兴奋剂组成的一类物质，
属于所谓的苯丙胺类物质，包括苯丙胺、甲基
苯丙胺、甲卡西酮和“摇头丸”类物质（3,4-亚
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及其类似物）。

苯丙胺——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苯丙胺和甲
基苯丙胺。

年度流行率——特定年龄段人群在过去一年至
少使用过一种特定毒品的总人数除以该特定年
龄组总人数得出的百分比数。 

古柯糊（或古柯碱）——古柯树叶的提取物。
对古柯糊提纯，可获得可卡因（碱和盐酸）。

 “快克”可卡因——通过转化过程从盐酸可卡
因获得并使之适于吸食的可卡因碱。 

可卡因盐——盐酸可卡因。 

吸毒——出于非医疗和非科学目的使用受控精
神活性物质，另有说明者除外。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纯药物或制剂形式的滥
用物质，不受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或
《1971年公约》管制，但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
威胁。此处的“新型”不一定是指新发明的物
质，而是也指新近可以获得的物质。

阿片剂——类阿片的一个子类，由罂粟植物的
各种衍生物组成，包括鸦片、吗啡和海洛因。 

类阿片——对罂粟（鸦片剂）生物碱、其合成
类似物（主要为处方类阿片或阿片类药物）以
及在体内合成的各种化合物的通称。

问题吸毒者——高危毒品消费者，例如注射吸
毒者、日常吸毒者和（或）按照美国精神病学
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和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
本）所载临床标准被诊断为有吸毒疾患（有害
使用物质或吸毒成瘾）的人。 

患有吸毒疾患者——吸毒者的一个亚群体。患
有吸毒疾患者需要得到治疗、保健和社会关怀
以及康复护理。以有害方式使用物质和吸毒成
瘾是吸毒疾患的两种特征。 

有害使用物质——《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国际
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将其定义为有害于身
心健康的使用模式。

依赖性——《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

分类》（第十次修订本）将依赖性定义为如下
一组生理、行为和认知现象：使用某种或某类
活性物质对特定的个人来说极大优先于其他曾
经对其更为重要的行为。可将依赖综合症的主
要特征概括描述为是对服用精神药物的(通常是
强烈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渴望。

物质或药物使用疾患（吸毒疾患）——美国精
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五版)也将“物质或药物使用疾患”（吸毒疾
患）列为因使用某种物质（吸毒）而导致的症
状模式，尽管业已因使用该物质而遇到了问题。
根据所确定的症状数量，物质使用（吸毒）疾
患的程度可能从中度到严重不等。

预防吸毒和治疗吸毒疾患——“预防吸毒”的
目的是防止或推迟开始吸毒和发展到罹患吸毒
疾患。一旦罹患吸毒疾患，便需进行治疗、护
理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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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组

• 西南亚：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
斯坦 

• 近东和中东：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
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巴勒斯坦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 南亚：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
尼泊尔、斯里兰卡 

• 东欧：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
联邦、乌克兰 

• 东南欧：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黑山、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土耳其 

• 西欧和中欧：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塞
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
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
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
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
威、波兰、葡萄牙、圣马力诺、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大洋洲：澳大利亚、斐济、基里巴斯、马绍
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新西
兰、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
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和小岛屿
领土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采用了一系列区域和分
区域名称。这些名称并非官方名称，具体界
定如下：

• 东非：布隆迪、科摩罗、吉布提、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
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索马里、乌干
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
哥、南苏丹、苏丹、突尼斯 

• 南部非洲：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马
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
兰、赞比亚、津巴布韦 

• 西非和中非：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
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科特迪
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
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
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
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多哥 

• 加勒比：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
斯、百慕大、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
和国、格林纳达、海地、牙买加、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中美洲：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 

• 北美: 加拿大、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

• 南美洲：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
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
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 中亚和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
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 东亚和东南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
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尼西
亚、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
亚、蒙古、缅甸、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
坡、泰国、东帝汶、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