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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本資料摘要旨在向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說明美國佛羅

里達州及加拿大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及監察制度 1。

1.2 選擇佛羅里達州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在於該州是美國首個就

懲教服務取得認可資格 2的州份。而選擇加拿大，則因其採用了每日

鎮靜劑存貨監控系統，以監察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情況。

2.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佛羅佛羅佛羅佛羅里里里里達州達州達州達州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合法性

2.1 佛羅里達州懲教署 (“佛州懲教署 ”)醫療服務部發表的《醫療
服務期刊》第 15.05.19 期指出，鎮靜劑務須小心使用，並只應作為醫
療用途，使用時必須符合《藥物實況與比較》 3或《醫生案頭參考》 4

所載的建議及指示。佛州懲教署禁止使用鎮靜劑作為懲罰目的、糾正

行為計劃的代替品或方便署方人員工作的手段，以抑制囚犯的不當行

為。

2.2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前，必須先告知囚犯並取得其同意。但如

遇到緊急情況，可無須取得囚犯同意而由護士施用鎮靜劑。

                                                
1 雖然本部曾要求英國監獄事務部、澳洲新南威爾斯懲教署及新加坡監獄署提
供有關此方面的資料，但截至本資料摘要發出日為止，仍未接獲英國及澳洲

當局的回覆，而新加坡則並無既定程序及監察制度監管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

事宜，因此本資料摘要將集中討論佛羅里達州及加拿大對這方面的安排。
2 美國懲教協會及懲教服務認可委員會為負責全美國監管成人及青少年懲教服
務認可計劃的機構。

3 《藥物實況與比較》是詳盡的藥物資料彙編，亦為國家註冊護士學生協會指定
的正式藥物參考資料。

4 《醫生案頭參考》是美國醫生的藥物處方標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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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緊急情況是指囚犯有嚴重傷害自身、其他囚犯或署方人員身

體的即時危險，而當時又沒有其他干擾程度較輕的方法，可制止有關

危險行為的發生。

在非緊急情況下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

2.4 佛州懲教署醫療服務部發表的《專業指南》第 15.05.06 號訂
明在非緊急情況下向囚犯施用鎮靜劑前告知囚犯並取得其書面同意

的程序。

2.5 若懲教所有醫生當值，為囚犯處方鎮靜劑前，醫生有責任先

完成評估囚犯的精神狀況。此外，醫生須簽發書面令，註明施用的鎮

靜劑種類及劑量，並向囚犯解釋：

(a) 施用鎮靜劑以治療其精神病症狀的需要；及

(b) 施用鎮靜劑時適用的同意書的內容。

2.6 每次向囚犯施用不同種類的藥物時，必須先告知囚犯並取得

其同意。若新採用的藥物與以往所使用的屬同一類別，而囚犯之前已

表示同意，則無須再徵求其同意。

2.7 若懲教所並無醫生當值，護士須先取得醫生的口頭指令和徵

得囚犯同意，方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負責處方的醫生在發出口頭指

令後的一個工作天內，須覆核及簽署口頭指令和囚犯資料申報表 5。

2.8 若囚犯拒絕就施用鎮靜劑作出書面同意，而拒絕接受鎮靜劑

處方又不會危及囚犯本人或懲教所內其他人的安全，則不應向有關囚

犯施用鎮靜劑。如囚犯拒絕簽署同意書，但囚犯本人願意接受鎮靜劑

處方，並有能力作出口頭同意的話，則須由護士及醫生一同見證並簽

署證明囚犯願意接受該處方，才可向其施用鎮靜劑。

2.9 懲教所的執行人員會在現場觀察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整個

過程，但不會在其中有任何參與。

                                                
5 囚犯資料申報表是一種特別表格，供護士在取得醫生的口頭指令向囚犯施用
鎮靜劑時使用。護士須在表格上填上囚犯姓名、症狀、所處方的鎮靜劑名稱

和劑量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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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署方會在每名囚犯接受鎮靜劑後的 72 小時內派心理輔導員
觀察藥物對囚犯的副作用。

在緊急情況下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

2.11 若懲教所的執行人員認為某囚犯出現第 2.3 段所述的激烈行
為，須向醫生報告。醫生會簽發緊急治療令，授權無須徵得囚犯同意

而向其施用鎮靜劑。

2.12 在緊急情況下，亦是由護士向作出激烈行為的囚犯施用鎮靜

劑，當時並有懲教所的執行人員在場觀察。

監察制度

2.13 醫生及護士負責保存妥當準確的醫療紀錄文件，包括囚犯健

康狀況評估及施用藥物資料等醫療紀錄；而地區護理監督及顧問藥劑

師均會在每月巡視懲教所時評核上述紀錄。

2.14 除評核有關紀錄文件外，佛州懲教署亦推行了一個醫療服務

部臨床服務質素管理計劃 (“質素管理計劃 ”)，全面監管醫療服務的質
素。佛州懲教署醫療服務部的醫療服務總監 (“總監 ”)會委派醫療服務
行政副總監負責質素管理計劃。根據該計劃，醫療服務部所有醫護人

員均須負起提供優質服務的責任。該計劃包括鑑定、調查和評估臨床

護理風險，以保障囚犯、醫護人員及醫療服務部的安全，避免可預見

的傷害。

2.15 同儕檢討計劃 6是質素管理計劃其中一個環節，用以監察醫療

服務部醫護人員的操守及工作手法。該計劃由不同的臨床服務質素管

理委員會 (“質素管理委員會 ”)7主持。該等委員會乃根據質素管理計劃

的規定，在各懲教所、地區及全州成立，以檢討各委員會本身負責範

疇內的臨床服務質素管理問題，並予以解決。

                                                
6 同儕檢討計劃得此命名，是因為評核醫護人員的工作，是由從事類似工作的

其他專業醫護人員擔任。
7 臨床服務質素管理委員會由佛州懲教署轄下藥劑、護理、精神健康服務、牙

科，以及管理層的人員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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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各懲教所及地區的質素管理委員會每月或每季均舉行會

議，並向全州質素管理委員會提交活動報告摘要，供其在季度會議上

檢討。全州質素管理委員會會研究地區及各懲教所的質素管理委員會

之意見，找出有問題的服務範圍，以評估整個制度的成效。確定問題

所在的範圍後，全州質素管理委員會會向總監建議應採取的補救行

動，而總監亦會就其所認同的建議徵求懲教署署長同意。

處理申訴的機制

2.17 署方須告知囚犯及懲教執行人員處理申訴的程序。囚犯若對

涉及佛州懲教署權力以內的醫護及監管情況有所不滿，有權在申訴表

上填上有關事項，提出書面投訴。

2.18 一般來說，覆檢當局 (可以是懲教所所長、助理懲教所所長
或懲教署署長的代表 )會於接獲申訴日起計的 15 日內對申訴作出檢
討，並於接獲申訴日起計 20 日內採取行動和作出回應。懲教所所長
有權批核有關申訴的最後決議。

2.19 覆檢當局如接獲有關醫療方面的申訴，須於一日內將投訴轉

交總醫療主任／醫療行政總監 8。總醫療主任／醫療行政總監須於接

獲醫療申訴的 15 日內進行調查並批核有關的最後決議。

2.20 囚犯可將有關報復或敏感性質的申訴 9直接提交囚犯申訴上

訴局 10，該局會於 20 日內對申訴進行覆檢並作出回應。

2.21 有關懲教所及佛州懲教署中央辦事處均存有每宗申訴的紀

錄，紀錄檔案最少保存 4 年。佛州懲教署的監察長 11會每年就申訴處

理過程進行評估。未有遵從上述程序的人員可受紀律處分。

                                                
8 總醫療主任／醫療行政總監負責管理懲教所內的醫療服務系統。
9 報復或敏感性質的申訴，是指涉及署方人員對囚犯作出身體虐待、不當行為

或過分武力的投訴。
10 囚犯申訴上訴局是獲懲教署署長授權，負責接收、覆檢、調查、評估和回應

囚犯申訴的機構，但該局不會處理有關醫療性質的申訴。
11 監察長負責佛州懲教署內的刑事及內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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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合法性

3.1 正如加拿大懲教署 (“加國懲教署 ”)制訂的《醫療服務手冊》
所載，鎮靜劑或任何藥物均只限作醫療用途，而且只有醫護專業人員

才獲授權使用。醫生必須經過臨床診斷確定有此需要，而除使用藥物

控制病情外別無可行之法，方可為囚犯處方鎮靜劑。在向囚犯施用鎮

靜劑前，必須先取得其口頭或書面同意。

在非緊急情況下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

3.2 若懲教所有醫生當值，該醫生須先為囚犯診斷，以決定是否

有需要向其施用鎮靜劑。經診斷後，醫生會作出書面指令，處方藥物

由護士向囚犯施用。護士施用藥物前須先取得囚犯同意，並在配藥紀

錄內記下有關紀錄。

3.3 若懲教所無醫生當值，護士須致電醫生向其描述囚犯的症

狀，並要求醫生給予口頭處方命令。護士須紀錄該口頭命令，再取得

囚犯同意，才依指示施用鎮靜劑。護士亦須把有關事項記錄在囚犯配

藥紀錄內。

3.4 如非屬緊急情況，若囚犯拒絕，便不應向其施用鎮靜劑。

3.5 懲教執行人員除在場觀察外並不參與施用鎮靜劑，他們亦無

資格拿取藥物存貨。

在緊急情況下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

3.6 在緊急情況 12下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與第 3.2 段所述有
醫生當值的情況相若，唯一分別是無須徵得囚犯同意，但須為醫生的

診斷資料存檔。

                                                
12 緊急情況指自殺和威脅囚犯或署方人員安全的嚴重事件。



立法會秘書處 IN10/02-03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6 頁

3.7 若出現緊急情況而懲教所無醫生當值，護士可根據《醫護常

行訓令》 13所授權力，向囚犯施用鎮靜劑。護士施用鎮靜劑後，有職

責要立即通知醫生，亦須在囚犯的醫療紀錄內報告該次醫療的詳情並

加以簽署，於醫生下次巡視懲教所時把紀錄交予醫生加簽。

監察制度

3.8 加拿大對於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監察制度的重點在於對存

貨的監控。護士向囚犯施用鎮靜劑時，必須在紀錄表上填寫下述資

料，並簽署確認：

(a) 囚犯的姓名、編號；

(b) 處方醫生的姓名；

(c) 施用藥物的日期及時間；

(d) 藥物的施用劑量；

(e) 施用藥物的護士的署名；及

(f) 施用後藥物的剩餘存量。

3.9 每次換班，下班與接班的護士須互相核對鎮靜劑的存量。若

實際點算與紀錄的數量不符，必須立即通知加國懲教署的懲教所醫療

服務主管 (“醫療主管 ”)及懲教署的藥房，作進一步調查。除每天核查
鎮靜劑的存貨量外，每個懲教所還須每季核查藥物的存貨量。

3.10 醫療主管透過評核醫生所編寫的醫療紀錄，查核醫生的操守

及工作手法。若發生醫療事故，所涉的醫護人員須就事故填寫詳盡報

告，交地區藥物及治療委員會 14(“委員會 ”)在每半年一次的會議上檢
討。倘檢討結果顯示所涉人員有任何錯失，委員會會決定是否採取紀

律處分。

                                                
13 《醫護常行訓令》由醫生簽發，以監管其對特別醫療護理服務人員的授權，

以便在其不在場時由該等人員執行特定的醫療程序。
14 地區藥物及治療委員會的成員均屬委任，當中包括加拿大懲教署內負責藥

劑、醫療、護理各科及行政階層的代表。委員會編定了《地區藥物處方集》，

以促進加國懲教署轄下各懲教所藥物使用的安全。此外，委員會亦定期評核

懲教所的醫療紀錄及藥物使用情況，以確保該等地方提供的醫療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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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申訴的機制

3.11 加國懲教署制訂的《懲教署署長指令》第 81 號訂明，懲教
署的前線執行人員必須依法迅速並公平地處理囚犯的書面或口頭申

訴。加國懲教署會盡力在囚犯提交正式申訴前化解有關事宜。

3.12 如囚犯不滿意當局對其投訴的回覆，可透過懲教所的懲教所

申訴統籌主任向加國懲教署的懲教所主管或地區總監提出正式申

訴。懲教所主管或地區總監須於接獲申訴後 15 個工作天內覆檢有關
申訴，並於 25 個工作天內提供詳細書面回應。

3.13 如囚犯對懲教所主管或地區總監就其申訴所作決定仍表不

滿，可向加國懲教署的助理署長 (政策、規劃及統籌 )提出正式申訴。
此為申訴處理程序的最後階段，助理署長的決定屬最終決定。

4.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程序的比較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程序的比較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程序的比較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程序的比較

4.1 附錄載有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加拿大和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

劑程序的比較表。

                        
何淑儀

2003 年 1 月 17 日
電話： 2869 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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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部圖書館服務部圖書館服務部圖書館服務部，並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並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並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並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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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

佛羅佛羅佛羅佛羅里里里里達州達州達州達州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指引及程序指引及程序指引及程序指引及程序

有否印備指引及

程序

! 有。 ! 有。 ! 有。

監管當局 ! 佛羅里達州懲教署醫療
服務部。

! 加拿大懲教署。 ! 懲教署懲教行動組。

可施用鎮靜劑的

情況

! 只作醫療用途；及
! 嚴禁用於抑制囚犯的不
當行為上。

! 只作醫療用途；及
! 必須經過臨床診斷確定有
此需要，而除使用藥物控制

病情外別無他法。

! 只作醫療用途。

是否需要徵求囚

犯同意

! 需 要 ( 口 頭 或 書 面 同

意 )，緊急情況除外。

! 需要 (口頭或書面同意 )，緊

急情況除外。

!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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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 (續續續續 )

佛羅佛羅佛羅佛羅里里里里達州達州達州達州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醫生在施用鎮靜

劑的過程中所擔

當的角色

! 以書面或口頭指令方式
向囚犯簽發施用鎮靜劑

的處方；

! 向囚犯解釋施用鎮靜劑
的情況；及

! 簽發緊急治療令，授權無
須徵得囚犯書面同意而

向其施用鎮靜劑。

! 以書面或口頭指令方式向
囚犯簽發施用鎮靜劑的處

方；

! 向囚犯解釋施用鎮靜劑的
情況；及

! 簽發《醫護常務行訓令》，
授權護士在出現緊急情況

而無醫生在場的情況下，向

囚犯施用鎮靜劑。

! 向囚犯作出診斷，並向其
簽發鎮靜劑處方。

護士在施用鎮靜

劑的過程中所擔

當的角色

! 將醫生作出有關向囚犯
施用鎮靜劑的口頭指令

存檔；

! 在施用鎮靜劑前徵求囚
犯的同意；及

!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

! 將醫生作出有關向囚犯施
用 鎮 靜 劑 的 口 頭 指 令 存

檔；

! 在施用鎮靜劑前徵求囚犯
的同意；及

!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

! 將醫護人員作出有關向
囚犯施用鎮靜劑的口頭

指令存檔；及

! 向囚犯施用鎮靜劑。

懲教所的執行人

員在施用鎮靜劑

的過程中所擔當

的角色

! 觀 察 施 用 鎮 靜 劑 的 過
程。

! 觀察施用鎮靜劑的過程。 ! 施 用 鎮 靜 劑 時 不 會 在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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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 (續續續續 )

佛羅佛羅佛羅佛羅里里里里達州達州達州達州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監察制度監察制度監察制度監察制度 *

有否設立監察制

度

! 有。 ! 有。 ! 有。

監察制度的監督

當局

! 醫 療 服 務 行 政 部 副 總
監。

! 懲教所醫療服務主管。 ! 懲 教 署 懲 教 科 助 理 署
長。

監察制度的主要

內容

! 推行醫療服務部臨床服
務質素管理計劃，以持續

管理和檢討佛羅里達州

懲 教 署 的 醫 療 服 務 質

素；

! 推行同儕檢討計劃，用以
監察醫護人員的行為 操

守及工作手法；及

! 醫療服務部的所有醫護
人員均須負起提供優質

服務的責任。

! 每天由護士核對鎮靜劑的
存貨；

! 懲教所醫療服務主管查核
醫生的工作手法；及

! 地區藥物及治療委員會負
責檢討醫療事故，並決定會

否對出錯的員工採取紀律

處分。

! 懲教署的區域總懲教主
任 (醫院 )每兩星期會巡

視一次，而監督 (護理及

生服務 )則於每季進行

巡視，評核懲教所的醫療

護理服務；

! 生署總配藥員會確保

配藥房妥善運作；及

! 每 5 年為懲教所進行全
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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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 (續續續續 )

佛羅佛羅佛羅佛羅里里里里達州達州達州達州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申訴處理機制申訴處理機制申訴處理機制申訴處理機制 *

有否就如何處理

囚犯的申訴制訂

指引及程序

! 有。 ! 有。 ! 有。

囚犯提交申訴的

形式

! 書面。 ! 口頭或書面。 ! 口頭或書面。

覆檢囚犯申訴的

時限

! 一般在接獲申訴後 15 日
內。

! 一般在接獲申訴後 15 個工
作天內。

! 最長可為接獲申訴後的
18 個星期 (或 126 日 )

內。

就囚犯申訴作出

回應的時限

! 一般在接獲申訴後 20 日
內；若屬醫療申訴，則在

接獲 有 關申 訴 後 15 日
內。

! 一般在接獲申訴後 25 個工
作天內。

! 一般在完成申訴覆檢後
10 個工作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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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對美國佛羅里達州、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加拿大及香港向囚犯施用鎮靜劑的程序比較 (續續續續 )

佛羅佛羅佛羅佛羅里里里里達州達州達州達州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申訴處理當局 ! 懲教所所長、助理懲教所
所長或佛羅里達州懲教

署署長的代表，負責覆檢

一般申訴；

! 總醫療主任或醫療行政
總監則負責覆檢醫療方

面 的 申 訴 及 有 關 的 上

訴；及

! 囚犯申訴上訴局會負責
覆檢涉及報復或敏感性

質的申訴。

! 懲教所的前線懲教執行人
員負責處理囚犯的投訴；

! 如囚犯不滿意懲教所的前
線執行人員所作的回覆，可

提交正式申訴，該等申訴會

由懲教所主管或地區總監

負責處理；及

! 助理署長 (政策、規劃及統

籌 )為處理囚犯申訴的最終

決定人。

! 輕微投訴由院所主管進
行負責覆檢和回應；

! 懲教署投訴調查組負責
覆檢性質較嚴重的申訴

並作出回應，以及負責監

察院所主管在處理申訴

過程的手法；及

! 懲教署投訴委員會為處
理囚犯申訴的最終決策

機構。

* 根據資料顯示，佛羅里達州及加拿大並沒有對有關監察機制和囚犯申訴處理機制的成效作出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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