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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欢

□　本报通讯员 马文杰

吸一口，整个人晕乎乎昏沉沉，感觉

很“上头”。当心，你可能抽到掺入精神药

品的非法电子烟！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襄阳

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获悉，该局在侦办

一起盗窃案时，深挖线索顺藤摸瓜，成功

捣毁一条非法电子烟经销链条，现场查获含

依托咪酯等精神药品的违法烟弹2万余盒。

  吸烟后意识模糊手机被盗

  今年7月，家住襄阳樊城的张女士报案

称，自己前一天晚上和朋友在酒吧聚会，吸食

了同桌男子介绍的一款新型电子烟后意识逐

渐模糊。

  张女士清醒后发现手机被人偷走，那名

陌生男子也不见踪影。

  民警判断，张女士吸食的电子烟应含有

某种特殊成分，才能使其无法控制意识。根据

其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确定嫌疑人身份，组

织警力在一处公寓楼内将4名嫌疑人抓获。

 　嫌疑人熊某供述，自己在网上向一名为

李某的卖家购买添加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

烟弹，并在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通过电子烟

迷晕受害人，进而实施盗窃。

　 据悉，依托咪酯是一种麻醉诱导剂，俗称

“烟粉”，可抑制精神活性。吸食依托咪酯后会

让人产生“迷糊”“头晕”飘飘然的感觉，常被

不法分子用作毒品替代品。

　 电子烟曾因外表时尚、口感多样一度在

年轻人中风靡。近年来，因吸食含有依托咪酯

的电子烟而引发违法犯罪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法分子在电子烟的烟弹中加入依托

咪酯，引诱受害人吸食，趁着受害人精神恍惚

空档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精神

和物质双重伤害。”樊城区公安分局禁毒中队

中队长张晓猛介绍。

假扮买家挖出非法经销链

　 为挖出电子烟背后的非法经销链条，民

警假装电子烟买家联系上李某。

　 李某十分警觉，一直通过微信和民警联

系，销售的电子烟都是通过快递发货，本人从

不露面。

 　经几次小规模交易，民警渐渐取得李某

信任，提出加大购买量并与李某面谈的要求。放松警惕的李某答应了。

 　8月23日，李某在约定交易地点被民警抓获。但民警在他的住处只

搜出几十盒电子烟烟弹，这只能满足其3天的销售需求。

　 显然，李某背后还隐藏着更大供货商，但他一直拒不交代。案件侦

办一度陷入僵局。

　 正当办案民警一筹莫展之时，湖北省公安厅向襄阳市公安局转交

了神农架林区烟草局查扣非法电子烟的核查线索。民警发现，在神农架

林区流通的非法电子烟与李某销售的电子烟品牌和包装完全一致，很

可能来自同一供货商。

　 据当地买方供述，他们购买的电子烟全部来自一名叫邓某的供货

商。邓某不仅可提供禁售的水果味电子烟，还可以提供添加了依托咪酯

的电子烟，是襄阳市乃至整个鄂西北非法电子烟的主要供货商之一。

　 邓某在樊城某工业园中租了间仓库，里面长期堆放着上百箱非法电子

烟产品。每当有买家需要购买电子烟时，邓某就会通过快递向对方发货。

　 根据物流运输记录，民警很快确定储存电子烟的仓库位置，并在邓

某再次安排发货时将其抓获。民警现场搜出含依托咪酯和果味添加剂

的烟弹2万余盒，价值160余万元。

非法添加精神药品牟暴利

　 邓某供述，其本人原是某品牌电子烟的代理商，在去年8月从广东

深圳购买了3万盒水果味烟弹准备销售。

　 没想到，我国自2022年10月1日起开始禁止售卖水果味电子烟。如

何处理这批价值100多万元的积压货物，让邓某十分头疼。

　 一次偶然机会，邓某从朋友口中得知，现在一些年轻人喜欢吸食添

加了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吸食后有一种晕晕乎乎的快感。这种添加了依

托咪酯的电子烟，不仅价格卖得更贵，而且销路很好，容易让人上瘾。

　 邓某便从药厂采购了依托咪酯溶液添加到电子烟的烟弹中，违规

进行销售。截至案发，邓某总共违法销售9000余支电子烟。

　 “依托咪酯虽不是毒品，但仍具有较强的精神成瘾性。”张晓猛说，近年

来，随着国家对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打击力度持续加大，一些不法分子

转而推广笑气和依托咪酯等危害程度较小的精神活性药品，以牟取暴利。

　 而电子烟更是成为精神活性药品的重灾区。由于电子烟烟弹是由

各种溶液混合而成，少量的添加物质不易被人察觉。不法分子常将依托

咪酯、美托咪酯、氯胺酮等精神活性药品制成溶液添加到电子烟中诱人

吸食，制造新一代的“瘾君子”。

　 据悉，公安部已联合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依托咪酯列

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严厉打击依托咪酯滥用行为，并在各类娱乐场

所张贴醒目宣传标语普及此类药品防范知识。

　 邓某、李某、熊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听说过“上头”电子烟吗？这种电子烟被加了

“料”，一口就能立刻“上头”。而这种所谓的“上头”，

就是吸入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

之后产生的短暂“快感”，对人体的损害极其严重。

　 近日，在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统筹指挥下、省

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等相关业务部门支持下，琼海市

公安局联合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三支队、琼海

烟草专卖局破获“2023-6”省级毒品目标案件，打掉一

个盘踞在琼海贩卖“上头”电子烟团伙，截断一条以

贩卖含依托咪酯成分电子烟的贩运网络渠道。

  截至目前，全案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6名，当

场缴获“上头”电子烟油弹939个，时值市场价值逾

56万元，扣押涉案交通工具3辆。

　 今年年初，琼海市公安局禁毒部门发现，有一

种所谓的电子烟，外表和普通电子烟并无两样，因

内含有依托咪酯，吸食后很“上头”——— 轻则出现

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反应，重则会休克、窒息

甚至猝死，行话称为“上头”电子烟。

　 警方调查发现，依托咪酯俗称“烟粉”，属于非

列管成瘾物质，卖家往往以“合法上头”“不成瘾”

“时尚潮流”为噱头进行贩卖，而且大部分吸食者

无法检测出毒品成分，很受一些年轻人青睐。面对

这个新的社会问题，琼海警方高度重视，由禁毒部

门立即展开深入调查。

 　经过前期大量的侦查工作，琼海警方发现有

一伙贩吸“上头”电子烟的社会闲散人员一直活跃

在琼海嘉积、潭门地区。通过深入调查发现，该贩

卖“上头”电子烟团伙由负责出资的幕后金主、负

责分销的代理以及负责跑腿的马仔三部分组成，

层级分工明确，成为影响全市社会治安稳定的重

大隐患。

　 为此，琼海市公安局联合厅海岸警察总队第

三支队进行立案侦查，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

组。鉴于案情重大，经上报，该案也被列为“2023-6”

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2023年5月1日，正值“五一”黄金周，犯罪嫌疑

人以为公安机关无暇应对，驾车过海前往外省进

货，殊不知一张无形的网正缓缓张开。在省公安厅

禁毒总队的统筹指挥和相关业务总队配合下，琼

海市公安局、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三支队、琼海烟草

专卖局组织近70名精干警力共12个抓捕小组，开展

统一收网行动。

　 当天，第一抓捕组成功在海口新海港码头拦

截两辆嫌疑车辆，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分别在嫌

疑车辆的中控夹层和后备箱缴获“上头”电子烟油

弹627个。

　 初战告捷后，待命在琼海嘉积、潭门等地区抓

捕小组同时收网。随着该团伙成员悉数到案，一个

盘踞在琼海地区的贩卖“上头”电子烟团伙被彻底

捣毁，打响全市打击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的第

一枪。

　 目前，该案16名犯罪嫌疑人均已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依托咪酯的麻醉

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

进电子烟进行销售，比传统毒品更容易上瘾、依赖

性更强。2023年9月6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

录的公告，将依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

　 “也就是说，贩卖依托咪酯就是贩毒，滥用依

托咪酯就是吸毒！”琼海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提

醒，“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上“瘾”更上“刑”。

请大家提高警惕，避免掉入毒品的陷阱，一旦发现

身边有人贩卖或滥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烟
弹
里
添
加
精
神
药
品
让
人﹃
上
头
﹄

湖
北
襄
阳
斩
断
一
非
法
电
子
烟
经
销
链
条

以“合法上头”“不成瘾”“时尚潮流”为噱头
海南琼海打掉一贩卖“上头”电子烟团伙

  近日，四川成都的李女士向本报记者反映：其上高中的儿子最近在吸食一款类似于电子

烟的产品：一个橙色的小长方体造型，比一次性打火机窄一点薄一点，但长一些，小巧便携。

  李女士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该产品和电子烟外观非常相似。但孩子跟她说“这是本草中

药雾化器，不是电子烟”，里面不含尼古丁（烟碱），吸了有促进睡眠的作用。

  “我后来也查看了该商品的简介，说是不含烟碱。但仍然放心不下，担心这种雾化器会对

孩子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可我又说服不了孩子不要去吸食。”李女士颇为担忧地说。

  这种雾化器到底属不属于电子烟？吸食是否会危害身心健康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如何规范这类产品的经营销售行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 当下，一类外形似电子烟，有各种口味，宣称不含尼古丁（烟碱），吸食后有助于促进睡眠，乃至辅助戒烟，治疗咽

喉疼痛、慢性咽炎的本草、中药雾化器在线上线下热销，有未成年人购买吸食，令家长担忧

  ● 雾化器是电子烟的重要组件，但并非专用于电子烟。判断一款电子雾化器产品是否为电子烟，需要结合

产品名称、功效宣称、对消费者的诱导和误导程度、对人体的可能伤害、对烟草专卖制度的冲击与破坏等因

素进行综合判断

  ● 如果相关雾化器产品被定性为电子烟，则应当将其纳入我国电子烟监管体系。电子烟总体

上仍然属于新兴事物，实践中会出现很多新情形新问题新挑战，有关部门需要根据实践发展

不断研究完善，增强对电子烟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不管是不是电子烟，其外形和电子烟差不

多，吸食的样子感觉就像在抽电子烟，作为父母我

们坚决反对孩子吸食，但孩子说这是健康产品，周

边不少同学都在用，肯定没问题。”四川成都的李

女士近日忧心忡忡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李女士说的这款产品，名为“××本草中药雾

化器”。其儿子是在一小程序上购买的这款产品，

来自一位同学的分享链接，链接中对该产品这样

介绍道：入睡难，睡好更难；易惊易醒常失神；深

吸，再深吸，夜夜皆安伴好梦。使用说明称：将吸嘴

放入口中吸气即可；最佳口吸方法为连续吸2至3

秒停留5秒左右……

  “孩子吸食了有没有好梦我不知道，反正我是

睡不好觉了。”李女士说。

线上线下均热销

有未成年人购买

  点击进入李女士转发来的小程序，记者看到，

在产品展示页面，商家把所售雾化器分为五个大

类，分别为：疲惫一扫而空（人参、留兰香）、咽喉如

沐新风（甘草、罗汉果）、鼻感舒畅通透（香茅、甜

橙）、畅饮由我守护（蒲公英、葡萄）以及睡好不是

问题（酸枣仁、玫瑰花）。

  在每个类别里，还有不同口味可以选择，比如

疲惫一扫而空下，有老冰棍、西瓜、绿豆、薄荷、特

饮等五种口味供选择。价格从66元到96元不等。

  从图片展示可以看到，每类产品的造型有少

许差异，根据口味不同产品颜色也有所区别，但总

体上外观和市场上售卖的很多电子烟相似。

  记者随即花费66元下单了一款橙子味的雾化

器，填好地址付款即下单成功，没有年龄限制等提

示。到货后打开包装看到，产品比一次性打火机更

修长一些。尝试吸食后发现，烟雾量比较大，橙子

味很浓，口感和之前记者购买过的果味电子烟差

距不大。不过商家承诺：产品不含尼古丁、焦油。

  不仅仅是小程序，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在社

交平台上，不少博主都发布了这类产品的宣传视

频或测评视频。博主们将这些本草雾化器、中药雾

化器称之为“中药潮玩”或“呼吸养身健康产品”，

宣传语普遍用上了“0焦油、0尼古丁、0危害”等，有

的还宣称可以辅助戒烟，治疗咽喉疼痛、感冒咳

嗽、慢性咽炎、咯痰等。

  “携带方便，不是电子烟，合规合法，水果味！”

有博主称。从链接显示的销售记录看，这类产品目

前销量火爆。许多视频下方，都有网友发布类似

“求购买链接”的留言。

  在产品宣传视频中，记者看到，线下门店也在

紧锣密鼓地开设中。“有的线下门店开在繁华商

圈，人流量大、销量很高，比一些品牌电子烟的销

量都高，购买者不少都是我们电子烟的老客户。”

一名从事电子烟销售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也

注意到了这类雾化器的热销，甚至开始担心自己

的生意。

  值得注意的是，某本草雾化器商家在招商和宣

传售卖中，都宣称其有生产雾化器的医疗器械资

质。按照产品所示，记者检索其生产企业看到，其确

有某项医疗器械资质，但并非针对生产雾化器。

是否属于电子烟

需综合判断定性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对“奶茶

杯”“可乐罐”等一些非法电子烟的整治。而悄然走

红的、商家宣称不含尼古丁（烟碱）的本草、中药等

雾化器，是否属于电子烟乃至非法电子烟呢？

  据厦门大学烟草法律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姜孝贤介绍，“雾化器”是电子烟的重要组件，但

并非专用于电子烟。现实中，空气加湿器、医用雾

化器等均为雾化器的应用类型。

  “在我国，判断一款电子雾化器产品是否为电

子烟，需要结合‘产品名称’‘功效宣称’‘对消费者

的诱导和误导程度’‘对人体的可能伤害’‘对烟草

专卖制度的冲击与破坏’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

能一概而论。”姜孝贤说。

  也就是说，雾化器产品若符合以下一种或几

种情形，则可能被定性为电子烟：产品形状上与电

子烟极为相似，或宣称不会上瘾甚至具有“辅助戒

烟效果”，对消费者特别是未成年人产生误导、诱

导；产品虽然不含烟碱，但成分依然有害人体健

康；放任该产品在市场上交易，会对烟草专卖制度

造成严重破坏，侵害国家税收利益，阻碍国家履约

控烟工作有序开展。

  他进一步分析说，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

准，电子烟被定义为“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等

的电子传送系统”。该定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界定。根据这一定义，不

含烟碱的电子烟也是电子烟。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不含尼古丁的

电子雾化器纳入电子烟监管，例如意大利、奥地

利、捷克等。”姜孝贤说。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文说，根据《电子烟

管理办法》，电子烟烟具是指将烟液等通过雾化等方

式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的装置，结合电

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认定，不含烟碱但可雾化

气溶胶用于抽吸的雾化器装置设备属于电子烟。

  姜孝贤认为，实践中，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可以

委托科研机构对雾化物的有害性进行科学分析；

委托第三方进行社会调查，就产品的误导性和诱

导性进行客观评估；举行听证会，听取相关群体

（特别是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的合理诉求等，做好

对特定电子雾化器产品的定性。

  “如果特定电子雾化器产品在外观上与电

子烟产品具有明显区别，产品的功效宣称也不

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和诱导，最重要的是，其

成分对人体无害（例如完全是水分），则不应当

将其定性为电子烟。”姜孝贤说。

存一定安全隐患

需加强监测监管

  唐文认为，上述多重口味的

本草、中药雾化器，就是电子烟，

应当纳入《电子烟管理办法》的监

管范畴，规范生产和销售，即生产

商需取得相应资质，销售商取得

烟草专卖许可证，不得在规定的电子

烟交易管理平台以外的信息网络平台进

行销售。

  “需要注意的是，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

准明确规定电子烟仅限烟草口味，其他例如

薄荷、奶茶、中药等口味均属于禁止口味，添

加各种雾化物口味的雾化器是非法电子烟，应被

禁止售卖。”唐文说。

  在姜孝贤看来，如果相关雾化器产品被定性

为电子烟，则应当将其纳入我国电子烟监管体系，

相关产品必须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如不

得“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

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市场上不少雾化器外形与电子烟相似，可能

吸引对烟草存在较大好奇心的未成年人群体，而

打着无烟碱、水果、中药口味的雾化器，则可能让家

长对其安全性放松戒备。如果不进行有效监管，将

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唐文说，这类

雾化器明显有打擦边球的嫌疑，以此来逃避国家对

电子烟的监管，而滥用会导致极大的安全隐患。

  唐文直言，雾化器能够雾化产生气溶胶，通过

呼吸进入人体，直接关乎群众身体健康，当下雾化

器市场产品品类繁多，甚至出现诸多打着保健食品

噱头的产品，应该有明确的监管规范约束及引导。

  “应按照《电子烟管理办法》、电子烟强制性国

家标准、《电子烟警语标识规定》及《国家烟草专卖

局关于加强电子烟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进行

监管。具体包括对雾化器生产商的资质许可、雾化

器及雾化物的销售行为进行严格监管，给予电子

烟市场进行正确、明确的引导，维护消费者知情

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唐文说。

  姜孝贤说，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以烟草专卖

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根本、以《电子烟管理办法》和

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为基础、以多份政策性文

件为支撑的“1+2+N”电子烟监管制度体系，但电子

烟总体上仍然属于新兴事物，实践中会出现很多

新情形新问题新挑战，有关部门需要根据实践发

展不断研究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电子烟监管的重要法

律依据，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

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

烟，下同）、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姜孝

贤说，烟草专卖、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应当充分挖掘

这一规定的规范意旨，从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入手，加强对电子雾化器的监测和监管工作。

  姜孝贤说：“烟草专卖局应当整合各方力量，

打造电子烟共治格局，不断增强对电子烟的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更好地保护群众身心健康，维护

国家烟草专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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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众多宣称不含尼古丁 外形如电子烟有未成年人购买吸食

热卖中的本草雾化器算不算电子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