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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受刑人攜入針筒及毒品案件 

一、 案情概述： 

    收容人 B將裝有毒品之夾鍊袋藏於醫療用護膝側邊支撐

鐵條夾縫處，並將助行器底部止滑墊拆下，放入針筒 1支，

以此藏匿毒品及針筒，110年 8月 24日由地方檢察署指揮執

行移送入某監所時一併攜入；同時同批入監新收收容人有數

名，中央臺值班科員指派陳姓主任管理員辦理新收勤務。 

    陳主任管理員於辦理檢身時，收容人 B有自述入監前因

車禍受傷左腳膝蓋韌帶斷裂不良於行，需使用助行器及護膝

輔助，並表示腳異常疼痛，要求檢身後再卸除護膝，亦不肯

穿著內褲等脫序行為；陳主任管理員雖仍依規定逐項檢查楊

員身體及所攜物品，其中亦含護膝及助行器，但未發現任何

違禁物品，於辦理完畢後考量入舍房後不便使用輪椅，亦無

法在無輔具之情形下自行如廁，無助行器將難以行動，遂給

予其所攜之助行器及醫療用護膝入新收隔離專區舍房使用。 

    同年月 27日 10時 30分新收隔離專區管理員接獲同房收

容人舉報，收容人 B疑似藏有針筒，管理員立即報告戒護科

長，隨後立即由中央臺安排警力安檢該員舍房，於檢身時在

收容人 B口罩中發現針筒 1支，內含有海洛因液體，並於其

垃圾桶中廢棄泡麵外包裝中查獲疑似毒品殘渣空夾鍊袋 2

個，含微量之海洛因粉末。 

二、 原因分析： 

(一) 戒護人員未能在配合新防疫政策下落實檢身 

當日新收人數較多，且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辦理新收流程



更為繁複，主任管理員雖已進行檢身檢物，惟仍對於收容人

B 將注射針筒藏於助行器內及將疑似海洛因粉末袋藏於醫

療用護膝中一事不察，未能詳細檢查，致使違禁品流入戒護

區。 

(二) 戒護人員對於醫療用品不熟悉致檢查嚴謹度不足 

戒護人員對於收容人醫療用品欠缺基本認識，如醫療用護膝、

輔具、噴劑等之檢查無法落實，藉由觸摸檢查或觀其外觀難

以查覺是否有無變造、改造之情形， 倘藏有違禁物品亦難

以得知。 

(三) 戒護夜間警力薄弱，致使新收程序易闕漏 

因夜間警力較為薄弱，遇有新收人數較多時，辦理新收手續

之戒護人員分身乏術，尤其是遇有毒品戒斷、酒精戒斷或精

神疾患收容人不願配合新收流程者，更需耗費時間辦理，極

易造成戒護闕漏。 

三、 興革建議： 

(一)  配合防疫政策落實新收檢身檢物程序： 

檢討各監所防疫政策與檢身檢物程序之相容性，改善相關流

程，並於辦理新收安全檢查時應確實檢查收容人身體及所攜

物品，已檢查與未檢查之物品應分開放置，所有物品均應詳

加檢查夾層處、接縫處或可能藏有違禁品之位置，醫療輔助

用品亦同。 

(二) 加強同仁醫療常識和用品認知及生活必需品之判別： 

隨著時代變遷，各項設備器材日益精進，收容人所攜物品種

類繁多，其中不乏生活必需之醫療用品或輔具，將增強同仁

醫療常識及醫療用品認知，且過去曾有他監所收容人將刀片

藏於氣喘噴劑內欲攜帶入監之案例，希藉由是類案例分享經

驗傳承，俾利辨別所攜物品是否屬於必需用品，該以何種方



式檢查避免受傷，以兼顧同仁自身安全及維護收容人人權。 

(三) 強化同仁戒護勤務之警戒心及危機感： 

遇有毒癮、酒癮戒斷、情緒不穩或舉止異常之收容人應加強

留意其行狀，慎防衍生戒護事故，每位值勤人員一次僅辦理

一位新收，其他新收應於中央臺出庭區等候，由中央臺科員

及專任主管兼看戒護。 

(四) 精進改善檢物程序及認定，並予公物借用輔以實施： 

新收收容人入舍房前，應由夜勤舍房值勤人員再次檢查，攜

入物品極簡化，僅先給予必需物品使用，若為不易檢查如助

行器等物，可借予公物攜入舍房使用。 

(五) 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 

利用勤前、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加強講解剖析近

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加強勤務教育及戒護觀念宣

導，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提高同仁對特殊收容人之

警覺性及對突發事件之應變能力。 

 

發掘潛在危險因素，改進安全防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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