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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

毒品帖文分析 

• 禁毒基金早前資助香港青年協會進行禁
毒項目 

• 名為「Project RADAR II - 隱蔽吸毒及
干犯毒品罪行輔導計劃」 

• 計劃的其中一環是分析較受年青人歡迎
的社交媒體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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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毒品的誤解

大數據分析顯示社交媒體用戶： 

1. 低估毒品對身體的危害（52.9%） 

2. 誤以為毒品是合法（29.2%） 

3. 誤以為毒品有藥用價值（17.9%)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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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上較多人討論的毒品及其害處
大麻 
• 上癮 
• 情緒轉變（例如對所有事
情缺乏動力） 

• 焦慮、抑鬱

迷幻藥 (LSD) 
• 出現幻覺 
• 認知及判斷力混淆 
• 精神分裂

迷姦水 (G水) 
• 無味 
• 高劑量下會引致渴睡、呼

吸困難、休克、昏迷，甚
至死亡

白瓜子 
• 安眠藥 
• 專注力及記憶力衰退 
• 出現幻覺，舉止失常

圖片來源: 政府化驗所



社交媒體上美化大麻

圖片來源:hkedcity.net (給家長的禁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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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體群組或專頁有大麻資訊，例如教

捲大麻煙、分享吸食大麻心得 

• 以不同方式美化大麻，例如： 

 聲稱吸食大麻比快餐店食物更安全 

 利用卡通人物暗示吸食大麻輕鬆無害 

• 降低年輕人對吸毒的戒心

https://hkedcity.net


• 「420」、「SMOKE」、「 STONER」等

大麻術語為搜尋關鍵字

•於簡介欄目寫上「新貨上架」等字樣

•張貼衣著性感的

女子相片吸引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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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上售賣大麻

圖片來源:hkedcity.net 毒資訊) (給家長的禁  

https://hkedcity.net


社交媒體上售賣大麻

圖片來源:hkedcity.net (給家長的禁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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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軟件也有不少與

大麻有關的頻道 

會組群一起吸食大麻，

用「SMOKE」、

「CHILL」等字眼形容

吸食大麻 

甚至明碼實價進行兜售

https://hkedcity.net


涉及毒品罪行被捕人數 

• 根據警務處數字，2020年1至11月： 

 青少年(10至20歲)被捕的人數: 424名(較去
年同期大幅上升113％)，最年輕的被捕者為 
12歲 

 涉及大麻案件而被捕的青少年:164人 
(較2019年上升152%) 

 「冉霞」行動(2020年8月):於社交平台上放
蛇，拘捕41名販賣大麻的毒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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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家長的角色 

 留意子女是否有接觸毒品的跡象 

 正視子女吸毒背後的原因 

 關心和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教導子女 

 如懷疑子女有毒品問題，應盡快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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