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國流行之俱樂部藥丸                                          李美琴  （91.5.30） 
 
再傳藝人疑持有或濫用藥丸（註一），近年來警方不斷在ＰＵＢ等休閒娛樂場所查獲搖頭丸等違禁藥品，狂歡

的群眾以青少年為主，藉藥丸及場所內極盡聲光的刺激尋求解放，卻在不知不覺中養成毒癮、招惹是非甚至感染

愛滋等致命傳染病。流行於其間的違禁藥品，統稱為俱樂部藥丸（Club Drugs）。 
 

美國俱樂部藥丸流行情形 
一項美國刑事司法資料中心（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的資料，將俱樂部藥丸定義為流行

於夜總會、酒吧及舞廳等遊樂地方的違禁藥品，大部分是合成製品，包括 MDMA（Ecstasy）,GHB（Gamma 
hydroxybutyrate），Rohypnol，Ketamine及Methamphetamine等。這些毒品之所以能在歡樂場所流行，主要是這些
成本被標榜為非酒類製品，使家長誤以為子女在這些地方很安全，卻不知道正處身於一個非法毒品販售的樂園。

此類俱樂部自一九九○年代起開始出現於美國各大都會，規模從可容納三十人的小場所至可供數千人同樂的大型

俱樂部或開放場所，由於使用MDMA會使人不由自主的磨牙，因此用藥者通常會含著奶嘴，避免咬傷。 
美國俱樂部藥丸濫用的情形越來越使有關單位憂心，美國濫用藥物預警網絡（Drung Abouse Warning 

Network，DAWN）發現自一九九八年至二○○○年，濫用MDMA及 GHB的案例分別增加了 295％及 288％，全
國各醫院統計自一九九四年至二○○○年所處理的 GHB濫用案例從 56件增為 4,969件，增加幅度為 8,800％。在
濫用者的特徵方面，有 60％以上俱樂部藥丸濫用者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約有 11％受訪高中生至少用過一次
MDMA，而有 51.4％的高中生認為MDMA很容易取得，較前一年（一九九九年，40.1％）增加 28％。 

 



俱樂部藥丸的危害性（註二） 
一般常用濫用藥物依其毒害及濫用方式，可分成中樞神經之抑制劑、興奮劑、迷幻劑及吸入性濫用物質等四

類，其中液態快樂丸（GHB）、及 k他命（Ketamine）等屬抑制劑，具有鬆弛作用，濫用的結果易使人於失去意
識，無法明顯記憶用藥當時發生的事情，常常伴隨性侵害、強盜搶奪等犯罪之指控；MDMA等俗稱快藥丸、搖
頭丸及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等屬於興奮劑，使用後有導致血壓升高，心跳加速至危險程度，導致心臟
或腎衰竭等危害，若配合舞廳聲光的刺激更將引發甲狀腺亢奮，長期使用對腦部產生傷害，影響思考及記憶能

力；至於最近被發現從日本攜帶入境的魔菇（Magic Mushrooms）則屬迷幻劑，食用後會產生幻覺、幻聽，大
量濫用甚至可能引發潛在的精神失常。 

 
俱樂部藥丸的管制 

  依據一九七○年藥物濫用預防及管制綜合法案（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 of 
1970）第二章濫用物質管理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CSA），美國毒品之分級主要依據毒品之醫療價值、
危害程度及被濫用成癮的可能程度等為指標，將毒品管制分為五級，第一級是最危害最大且無醫療用途的毒品，

第五級則為較不具成癮風險且具有醫療用途的濫用藥物： 
第一級：有被濫用的高風險，非醫療用藥，安全程度未經檢驗，MDMA及 GHB分別在一九八八年及二○○

○年被列為一級毒品。 
第二級：有被濫用的高風險，非醫療用藥或為嚴格限制使用之藥品，同時具有生理及心理之成癮性，安非他

命（Methamphetamine）在一九七一年即被列為二級毒品。 
第三級：有被濫用的可能，被用為醫療處方，對生理造成低度至中度的依賴性且造成高度心理依賴，K 他命



（Ketamine）於一九九九年被列為三級毒品。 
第四級：被濫用的可能較小，被用為醫療處方，對生理及心理造成的依賴程度較前三級輕，Rohypnol在一九

八四年被列為四級毒品。  
第五級：仍有濫用的可能，被用為醫療處方，對生理及心理造成的依賴程度較第四級毒品輕微。 

註一：九十一年六月八日星期六清晨警方臨檢台北市著名的搖頭店，藝人蘇永康、安雅等人被發現，民生報（91.6.9）
並建立藝人嗑藥疑雲事件簿，所蒐集的資料計八筆，從發生於一九九一年攜帶毒品闖關案至二○○二年之

十年間，有五筆事件發生於最近三年，去年一年即發生三件，且多與俱樂部藥丸有關，甚至在舉國準備召

開全國反毒會議之五、六月間，媒體有關毒品的報導，亦多與俱樂部藥丸相關。 
註二：濫用物質之中文譯名係以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制局於二○○二年所出版「藥物濫用」一書附錄之各級

管制藥品範圍及種類所列中英對照品名為依據。 
參考資料：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 In the Spotlight, Club Drugs, http:/www.ncjrs.org/club-drugs/club-drugs.html.  

U.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http:/www.usdoj.gov/dea/pubs/cs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