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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8个国际禁毒日前夕，6月23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法指出，近年来，麻精药品替代滥用问题比
较突出，其中不乏从医院流向毒品市场的情况。

“苏某和贩卖毒品案”显示，苏某和长期担任某公立
医院院长，具有开具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的
资格。2013年1月至2021年12月，苏某和利用职务之
便，以该医院名义分别向两家医药公司申购盐酸哌替啶
片剂（杜冷丁）536180片。为非法牟利，苏某和未将上
述盐酸哌替啶片剂交医院库房存放，而是私自加价出
售，除部分卖给癌症患者外，剩余约38万片以每片1.5
元至7元的价格多次贩卖给无业人员黄某营（同案被告
人，已判刑），累计获利100余万元。之后，黄某营将从
苏某和处购得的盐酸哌替啶片剂又加价贩卖给毒品犯
罪前科人员余某龙、邵某连（同案被告人，均已判刑）。

法院认为，被告人苏某和以牟利为目的，非法贩
卖盐酸哌替啶片剂致流入毒品市场，其行为已构成贩
卖毒品罪。苏某和明知大量盐酸哌替啶片剂流入社
会极有可能被滥用，仍利用公立医院院长身份，大量
购买并非法销售，获取巨额利益，犯罪持续时间长、次
数多、数量大，社会危害极大。苏某和还在事发后大
肆补开红处方，对抗审计、侦查，罪行特别严重。据
此，依法对被告人苏某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最高法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毒品犯罪的打
击力度不断加大，传统毒品逐渐价高难求，一些吸贩
毒人员转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医疗用麻精药品作为
替代物，导致医疗用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况时
有发生。盐酸哌替啶，是一种临床应用的合成镇痛
药，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且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
抑制，危及生命，因此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

盐酸哌替啶具有药品与毒品双重属性，一旦流入非
法市场，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苏
某和系医院院长，具有麻醉药品处方权，熟知国家对麻
醉药品的管理规定，对盐酸哌替啶片剂被滥用的社会危
害比常人有更加明确清晰的认识，但其为了牟取非法利
益，明知无业人员黄某营并非癌症患者，仍向黄某营长
期、多次、大量出售盐酸哌替啶片剂，任由该药品流入毒
品市场，对其行为依法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人民
法院根据苏某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彰显了严惩此类
犯罪的立场。 据央视新闻

在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昨天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以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
基本情况特别是惩治新型毒品犯罪举措成效，并发布
10件相关典型案例。2024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
犯罪案件35859件。2025年1—5月份，全国法院一
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9343件，同比下降29.31%。近
十年来，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整体上仍呈下降趋势，毒情
形势持续向好。另一方面，新型毒品犯罪问题日益突
出，此类案件增长较快，呈超越传统毒品犯罪案件之
势，滥用群体低龄化、犯罪主体年轻化特征愈加明显。

坚持从严惩处毒品犯罪主基调不动摇

各级人民法院始终贯彻从严惩处总方针，严字当
头，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特别注重依法严惩
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依法严惩具
有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查缉等严重情节的犯
罪分子，依法严惩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主犯、再犯、
累犯和毒主、“金主”、雇主，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
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

2024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毒品案件被告人
49177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8332人，重
刑率达16.9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0个
百分点。2025年1—5月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毒
品案件被告人14456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2821人，重刑率达19.51%，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
件重刑率约12个百分点。

更加注重强化经济制裁，充分发挥财产刑作用，加
大涉毒资产追缴力度，通过“打财断血”，摧毁毒品犯罪
分子再犯的经济基础。同时，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对于罪行相对较轻，或者具有自首等情节的被告
人，坚持区别对待、宽以济严，予以从宽处罚。

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不动摇

各地法院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持续开展形式
多样、有声有色的禁毒法治宣传，揭露新型毒品各种伪
装和滥用危害，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
拒毒的能力。

新疆高院以原创普法动画IP形象“石榴法官”制
作禁毒宣传短视频（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增强了禁
毒宣传的生动性和吸引力。

辽宁沈阳辽中区法院开庭审理外卖骑手贩卖麻精
药品案件时，组织外卖平台、快递公司从业人员旁听，
增强了禁毒宣传的针对性。

各地法院针对办理新型毒品案件中发现的制度漏
洞、监管盲区及薄弱环节，及时向有关部门制发司法建
议，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目标。

江西九江法院就办理相关毒品案件中发现的右美
沙芬药品监管问题，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司
法建议。

各地法院还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积极融入毒品问
题治理。贵州铜仁法院开展禁毒帮扶，通过发放“禁毒
明白卡”等方式，提升外出务工人员拒毒能力。

江苏法院持续加大未成年人涉毒治理力度，依托
未成年人审判心理咨询专家库，引入专业力量干预矫
治“毒瘾”。

江苏江阴法院还发出督促监护令，提出科学管教
意见，指导“失责父母”当好合格家长。

坚持强化新型毒品案件审判指导不动摇

面对新的毒情形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新型毒
品犯罪问题，依法精准惩处新型毒品犯罪，特别是
对于以未成年人为主要犯罪对象和利用未成年人
实施的新型毒品犯罪，对于利用麻精药品的镇静、
麻醉功能，实施强奸、猥亵、抢劫等犯罪的，坚决依
法从严惩处。对于涉医疗用麻精药品案件，既坚决
惩处导致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犯罪，保护人民
群众免受麻精药品滥用之害；又严格区分罪与非罪
界限，保障人民群众合理用药需求，确保案件定性
准确、罚当其罪。

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开展好新型毒品犯罪新情况新
问题的司法应对，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此类案件的审
判指导，截至目前，人民法院案例库中毒品犯罪案例在
刑事案例占比为7.46%。 据央视新闻

6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24.06—
2025.05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重庆一中院及辖区法院共审结
毒品犯罪刑事一审案件1453件，依法对1876名毒品犯罪
分子判处刑罚；审结毒品犯罪刑事二审案件97件。

报告显示，2023年度至2025年度，重庆一中院及辖
区法院审结的毒品犯罪一审案件数量分别为1762件、
1713件、1453件。毒品案件数量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
审理的毒品犯罪类型主要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3个常见罪名。

这份报告中还显示了当前毒品犯罪呈现出的一些
主要特点，如毒品犯罪“前端组织化”“终端零包化”特
征突出。大宗毒品犯罪中，毒品犯罪链前端呈组织化、
职业化特征，其内部组织严密、成员固定、分工明确，形
成“产、供、销、藏”一条龙犯罪体系。个别案件中还发
现毒贩在境内乡村设立“冰工厂”，对境外输入毒品进
行加工提纯后，再运输至重庆地区或过境重庆到其他
省份贩卖。作为销售终端的“零包贩毒”，通常情况下
系单人作案，毒品数量少，“以贩养吸”为主。

一年以来，重庆一中院审结制造毒品案件1件，涉案毒
品共计450余千克；审结大宗贩卖、运输毒品案件26件、审
结走私毒品案件10件，涉及毒品总量共计400余千克。

此外，毒品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比如犯罪手段
不断“迭代翻新”，利用非接触方式实施毒品犯罪，运用聊
天软件与境外上家沟通购毒，采用加密虚拟币进行毒资
支付结算，伪装后通过国际快递邮寄，都使得毒品犯罪更

加隐秘，增加了侦破难度。
重庆一中院表示，将

持续不断提升毒品案件审
判水平，全力推进辖区禁
毒工作取得新成效，为维
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38万片杜冷丁从公立医院流向毒品市场
院长累计获利100余万元，被判死缓

最高法：
毒品犯罪案件数量
呈下降趋势
新型毒品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滥用群体
低龄化、犯罪主体年轻化特征愈加明显

重庆毒品犯罪审判年度报告：

案件量持续减少
犯罪隐蔽性增强

民警缴获的杜冷丁片和吸食工具

警方缴获的毒品

盐酸哌替啶注射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