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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情催眠迷药竟公开叫卖
成人用品店和保健品批发市场上多是“三无”产品，而且成分不明
本报记者 崔岩 实习生 张姗姗

催情药

公开销售
4日，记者走访了济南几家成

人用品店发现，均有迷药销售。
走进文化东路一家“夫妻保

健”成人用品店，对于销售迷药，店
老板毫不避讳，而且声称有很多种
类型。

“我这儿有粉末的和液体的，
都是口服药，效果很好。”

店老板介绍，他们店内主要销
售有两种药效的迷药：一种是催情
迷药，男用、女用的都有，用了之后
会感觉浑身发热，情不自禁想脱衣
服；另一种则是，人服用后什么都
不知道，类似蒙汗药的效果，“对方
几乎没有知觉，想干啥都行”。

记者提出购买第二种迷药时，
店老板却发现货已售完，建议记者
购买第一种迷药或者“稍等几天”。
店老板说，药是从南方定制的，有
专门的渠道，绝对安全。

随后，记者走访了相邻几家成
人用品店，发现均有催情迷药销
售。

后经记者多方打探，得知这些
成人用品店里的催情迷药进货渠
道大多来自保健品批发市场。

4日下午，在英雄山路的山东
保健品批发市场，记者见到了琳琅
满目的催情迷药。这些药外包装上
产地、生产批号含混不清，一般都
没有成分说明。而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这些催情迷药外包装上的
药效说明却详尽而刺激，图片不堪
入目。

“批发五元，进到店里卖四五
十元正常。”一销售人员说，此类药
品利润巨大。

催眠药

网上火爆
记者调查发现，更多的迷药藏

身于网站进行叫卖，并且效果被大
肆渲染。

4日，记者在百度上输入“济南
迷药”，竟然搜出203000条信息，

上千个卖迷药的网站、QQ号码及
销售电话。各式各样的迷晕药品、
情趣药品等一起搭配销售，有网站
宣称“迷药可几秒钟内起效，让人
失忆”。

记者通过网上搜索，用QQ联
系到了一个迷药卖家。

迷情药、听话水、失忆水……
该卖家称，其经营的迷药有很多种
类，包括喷雾型迷魂药、香烟型迷
魂药、挥发型迷魂药、拍肩型迷魂
药、液体接触型迷幻药、粉末接触

型迷幻药等。随后，卖家向记者发
了各种迷药的图片。

据卖家介绍，迷药成分一般为
三唑仑或者乙醚，“(迷药)无色无
味，可以溶于各种液体，不会被对
方察觉。口服、注射当即起效，可使
对方大脑失控、神志不清、任听使
唤”。

这种被卖家贩卖的“三唑仑”
药物，俗称“特效迷魂药”、“高效蒙
汗药”、“强奸药”等，具有催眠、镇
静、抗焦虑和肌松作用。因为其安
眠镇静效果比普通安眠药强30到
50倍，能在20分钟内令人快速安
眠，常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国内曾
发生过多起用该药迷奸犯罪的案
件。

据记者了解，三唑仑早已被列
入国家一类精神药品管理名单，不
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未经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允许进行生产
和销售。

记者问卖家什么样的迷药效
果较好，卖家给记者推荐了一款价
格为430元的喷雾型迷药，“轻轻一
喷即可直接昏迷，也可以直接洒在
毛巾上，捂住对方鼻子，会让对方
马上昏迷。”

据卖家透露，根据价格高低，
有的迷药使用后，被迷者有部分记
忆残留，有的醒后完全无记忆。

卖家称直接付款打八折，货到
付款则需支付50元订金，余款货到
支付。由于卖家地址在广东广州，
运送方式将通过邮局ems寄送，随
后 给 记 者 留 下 了 一 个
6227001872830197129的建设银行
账号，户名为吴佳煅。

记者称邮寄违禁品担心邮局
可能会查出来，对方则表示跟邮局
签了代收合同，货都是他们自己包
装好，邮局前来收取，从没出过事。

迷药的

“毒副”作用
这种所谓的迷药到底是真是

假？危害性如何？记者采访了省城
一家医院的麻醉主任医师。

“网络和市面上兜售的迷药确
实存在，但与医用麻醉剂有很大区
别。”该医师表示。从医学角度来
讲，麻醉剂和迷药有一些共性，都
属于镇静类药品，通过麻痹人的神
经，从而使人暂时失去意识。

“像网上销售的喷雾迷药、烟
雾迷药被人吸入后几秒钟就不省
人事，医用麻醉药品没有如此强的
效果。”

据介绍，一般被麻醉的人，初
期会有头晕、四肢无力的表现，随
后会逐渐失去知觉。醒来后会有恶
心、头晕目眩、口干的症状，“迷药

是为了追求最强麻醉效果而制作
的，有一定的副作用”。

“当然，迷药最大的危害并不
是药物本身对身体造成的伤害，而
是被不法分子迷倒之后，所带来的
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济南天
桥公安分局刑警二中队中队长周
建峰告诉记者，以前受理过几起通
过迷晕手段实施犯罪的案件。

据介绍，使用迷药的不法分子
多数会存在抢劫、强奸的犯罪动
机，套近乎是常用手段，然后在食
物、饮料中下迷药。受害者被迷晕
后，更有利于犯罪分子实施作案。

“通过喷雾直接迷晕的，还真没接
触过。”周建峰告诉记者。

济南一位曾从事过缉毒工作
的民警介绍说，“迷幻药”三唑仑容
易产生依赖性，且有一定的致幻作
用，一些吸毒者会将其当做一种毒
品来使用。另外，坊间也把三唑仑
称为“迷奸水”，犯罪分子利用三唑
仑快速使人熟睡的作用迷奸女子。

周建峰认为，网络上大量出售
这类药品对社会治安产生了很大
的危害。同时，他也提醒市民，尤其
是年轻女性，到陌生场合尽量不要
喝别人倒好的饮料。如果不慎被
迷，感觉不对，药品一般会在15至
30分钟内发挥作用，利用时间差，
拨打110报警，或者向周边的人大
声呼救。

网络犯罪

成监管盲点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

人员表示，对于成人用品店和保健
品批发市场销售的催情药，生产厂
家必须取得国家批准文号，对“三
无”产品，有关部门应依法取缔。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号)第三十
条规定，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不得零售。

同时，《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审批暂行规定》也规定，从事互联
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必须经过
审查验收并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
服务结构资格证书，并在其网站首
页显著位置标明互联网药品交易
服务机构资格证书号码。

而在记者查阅的几家销售三
唑仑迷药的网站上，并未看到任何
证书号码。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
子，在网上构建销售网络，利用QQ
进行联系，通过手机短信、银行转
账、快递服务等一系列手段，神出
鬼没。

就此问题，记者向山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咨询，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网络销售的审批权在
国家药监局，对于网络销售三唑仑
等此类违禁药品，他们不置可否。
市民如发现山东的网站上有销售
这种药品的，可向济南市药监局进
行举报。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济南市公
安局，向其咨询该类违规网站应如
何监管，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是网
络销售，并不清楚具体销售地，此
类事件很难介入。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规
定，限制类药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有
严格的法规限制，无论通过哪种手
段，不经许可贩卖都构成违法。

王伟认为，如果销售的迷药中
含有吗啡等毒品类国家禁止销售
的药物成分，贩卖者就涉嫌违法。
即使迷药中只含有非毒品类的镇
静药物成分，若被用来从事犯罪活
动，贩卖者也涉嫌承担共同犯罪的
责任。

5月4日，本报报道了

济南一男子邀约女网友外

出后将其迷晕并实施抢

劫。其实，迷晕他人实施犯

罪的案例已经多次见诸报

端。迷药是否真的存在？如

果存在，这些迷药从何而

来？市场监管是否存在空

白？

▲保健品批发市场内，催情迷药琳琅满目。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书香泉城24小时自助
图书馆”在省城出现半年多
了，却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局
面。作为“第三代图书馆”的
自助图书馆占地面积小、功
能全面、用起来简单，为什么
会遭遇推广难？6日，记者对
此进行了调查。

借书需要九个步骤

6日，在泉城广场的自助
图书馆，周边有很多聊天乘
凉的居民、游客，图书馆很长
时间没人来借书，只有几个
市民过去看了看在馆的书目
和一旁的操作流程。“这里没
有儿童读物，都是成人看的
书。”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来看
书，没有发现可借的图书。

记者看到墙上24小时自
助图书馆使用指南里的“自
动借书”业务，包括选择业
务、刷卡、输入密码等一共九
个步骤。“年轻人可能一看就
明白了，老年人有时就不懂
了。”一边乘凉的市民王女士
说，她在这里借过几次书，感
觉程序麻烦些。

赤霞广场的自助图书馆
也面临相似的困境。附近的
一位市民张先生今年年初办
的借书证，“出了门就有借书
的地方很好，我已是这个小
型图书馆的‘忠实读者’了，
读完就过来换书，一个月能
读五六本。”张先生表示，只
可惜书少点，更新比较慢，想
看点其他的书时常常找不
到。

专家建议按需供书

据了解，自助图书馆落
地济南半年多以来，只有700

多人办理了借书证，借阅图
书12000多册次。

济南市图书馆一位刘姓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助图
书馆尽管24小时开放，但是
来借的人数有限，“一般周六
周日时借阅的人多一些，一
天能借出四五十本。”

“自助图书馆位置常常
不显眼，难以引起路人注意。
现在济南很多人不知道有这
么先进的自助图书馆。”山东
师范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宛
安浙表示，自助图书馆读者
少的原因，除了书少、借书步
骤多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宣
传不到位。可以多搞一些类
似读书节之类的活动，吸引
市民的注意。

怎么才能让自助图书馆
叫好又叫座？宛安浙提出了
几点建议：可在图书馆附近
做一个调查，了解周边地区
人群吞吐量、水平层次和爱
好内容，然后据周边市民的
需求放置图书，增加图书数
量，加快更新速度，尽量满足
受众需求。同时，在自助图书
馆投放初期可安排工作人员
讲解操作程序，还可以组织
社会群体、大学生义工教一
些老年人如何借阅，让他们
对这种先进的设备不再望而
却步，发挥自助图书馆的社
会公益性质。

书少、更新慢、借书麻烦

自助图书馆

叫好不叫座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刘华东

记者与迷药卖主网上聊天部分截图。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C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