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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隱蔽吸毒者及其家
人的識別及危機介入服
務計劃 (10/10/2018-9/10/2021)

計劃編號：BDF 170033

禁毒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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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服務對象

隱蔽吸毒者

隱蔽吸毒者家人

目標

透過危機介入，促進隱蔽吸毒者減少吸食毒品及
進入長期戒毒服務。

為家人提供支援，緩解家人壓力，促進家人對隱
蔽吸毒者的理解，提升家人對隱蔽吸毒者的支援
能力。

透過網上平台及社交媒體識別隱蔽吸毒者，同時
向公眾提供禁毒訊息。

預防高危青少年吸食或販賣毒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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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網上宣傳及求助平台

熱線及社交媒體通訊服務
 期間為潛在服務使用者提供了2,052次的熱線及即時通訊系統查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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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平台提供禁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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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危機介入及短期戒毒輔導(6節)
家人支援(6節)

5社工陪同個案探視子女 為個案籌措育兒物資

家訪陪同個案入住院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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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短期醫療跟進及資助

高危青少年外展預防教育
 由社工或朋輩輔導員在晚間時份(1800-0600)到高危場所為高危
青少年提供不少於50節、每節不少於3小時的外展預防教育。
(adjusted after 
COVID-19 variation)

7

於網吧向青少年提供禁毒預防教育於球場提供禁毒預防教育

隱蔽吸毒者危機介入及戒毒輔導服務經驗分享會
 本計劃於2021年6月19日舉辦「隱蔽吸毒者危機介入及戒毒輔導服務
經驗分享會」。因疫情防控措施對實體分享會參加人數有所限制，

故分享會同時以直播形式於線上發布。

 是日線上線下共有55名參加者，收回55份有效問卷，所有參加者對分
享會整體內容及安排均表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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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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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果指標

內容 達標比率

指標一 網站及其附屬平台接觸30,000
公眾人次

331,259
(1,104.2%)

指標二 在高危場所外展接觸400名高
危青少年

417
(104.3%)

指標三 接觸及識別300名隱蔽吸毒者 428
(142.7%)

指標四 為180名隱蔽吸毒者提供6節
危機介入及戒毒輔導

177
(98.3%)

指標五 為30名隱蔽吸毒者家人提供6
節支援服務

3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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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效指標

目標 結果

指標一 70%高危青少年對毒品禍
害的認識有所增加

72.7%高危青少年對毒品禍害
的認識有所增加

指標二 80%隱蔽吸毒者的戒毒動
機有所上升

89.7%隱蔽吸毒者的戒毒動機
有所上升

指標三 70%隱蔽吸毒者的吸毒頻
次有所減少

92.7%隱蔽吸毒者的吸毒頻次
有所減少

指標四 60%隱蔽吸毒者接受合適
的長期戒毒服務

72.3%隱蔽吸毒者接受合適的
長期戒毒服務

指標五 80%隱蔽吸毒者家人為吸
毒者提供支援的能力有所
提升

91.7%隱蔽吸毒者家人為吸毒
者提供支援的能力有所提升

指標六 80%分享會的參加者對分
享會感到實用及滿意

100%分享會的參加者對分享
會感到實用及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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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個案性別

男性

女性

13%

87%

(1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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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個案來源

自行求助

家人/朋友

社會福利署

感化/懲教

其他

36.5%

18.25%7.3%

22.63%

15.33% (36.5%)
(18.25%)
(7.3%)
(22.63%)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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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求助時年齡 人數 佔比

20或以下 15 7.77%

21-25 26 13.47%
26-30 53 27.46%

31-35 47 24.35%

36-40 20 10.36%
41-45 8 4.15%
46-50 13 6.74%

51或以上 11 5.70%
總數 1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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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教育程度

小學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大專或以上

46.67%50%

2.22% 1.11%

(1.11%)
(46.67%)
(5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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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就業 / 經濟狀況

服務性行業

技術/勞動性行業

文職

學生/家庭主婦

失業/無業

領取綜援

21.14%

10.57%

4.07%
4.07%

37.4%

22.76%

(21.14%)

(10.57%)

(4.07%)

(4.07%)

(37.4%)

(22.76%) 15

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婚姻狀況

未婚

同居

已婚

分居

離婚

61.44%

13.73%

23.53%

0.65%

0.65%

(61.44%)

(0.65%)
(23.53%)
(0.65%)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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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子女數目

沒有

1-2名

3-4名88.75%

7.5%

3.75%

(3.75%)
(88.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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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毒齡

少於2年

2-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或以上32.77%

18.49%

20.17%

19.33%

5.88%

3.36%
(3.36%)
(18.49%)
(32.77%)

(20.17%)
(19.33%)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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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濫用藥物情況

海洛英

海洛英+精神科藥物

單一精神科藥物

多種精神科藥物

6.43%

61.4%

29.24%

2.92%

(2.92%)

(6.43%)

(61.4%)

(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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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濫用藥物種類
海洛英

鎮靜劑

大麻

搖頭丸

可卡因

冰毒

氯胺酮

其他

9.37%
9.94% 5.85%

5.26%

27.49%
31.58%

49.12%

2.34% (9.37%)

(9.94%)

(5.85%)

(5.26%)

(27.49%)

(31.58%)

(49.1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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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資料統計

健康狀況

精神科/情緒問題

泌尿科/尿頻

其他

78.26%
17.39%

20.29% (78.26%)

(17.39%)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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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短期服務 vs 長期康復：
社福界合作 (Collaboration)：計劃屬前期工作

(撒種)，與其他機構合作 (轉介) 長期跟進。
戒毒服務的存在意義：

期望管理 (同工及個案)
康復、改變的意義：戒毒 = 改變 = 康復 vs 改
變 ---> 戒毒 ---> 改變 --->康復

透過不同活動提升個案能力、自信心需因人
而異，社工需不時評估個案狀態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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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疫情下的困境

社工角色：同行者、輔導員、資源協調者、
溝通橋樑、情緒支援、私人助理、家務指
導、育兒指導、褓姆

社工抱持的態度：尊重、聆聽、非論斷、同
理心

介入時機及對象

信仰在戒毒過程中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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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加強對隱蔽吸毒者家人的支援

預防跨代吸毒問題

加強對濫用氯胺酮人士的醫療支援

針對成功戒毒人士的長期支援(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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