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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相关案例

提
醒

“肤乐霜”“润喉清咽合剂”“创伤
乳膏”“复方去煤液”等北京各大医院
配制药剂，因价格低、疗效好，被消费
者追捧为“明星小药”。致使一些微商
看准“商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大量
发布广告、倒卖“明星小药”。

这一现象引起了北京警方和相关行
政部门的关注，近期，北京市公安局环
食药旅总队会同网安总队，联合市卫健
委、市食品药品稽查总队，组织东城、
西城、朝阳、海淀等分局及区食品药品
稽查大队，针对网络非法销售医院制剂
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行动期间，共捣毁非法销售“明星
小药”窝点12个，刑事拘留16人，查
获涉及全市20家医院的近100种医疗制
剂，3600余盒 （剂），起获涉案“京医
通”“北京通”等医院就诊卡300余张。

多名微商代购“明星小药”

山东林女士告诉记者，2018 年，
她两岁的女儿身上起湿疹，听说首都儿
科研究所研制的“肤乐霜”有治疗效
果，便尝试使用淘宝搜索“肤乐霜”进
行购买。相比到北京挂号看病，林女士
坦言，网购虽然价格贵一些，但可以快
递到家，比较方便，至于购买药品的真
假，她并不能确定。

记者按照林女士的方法，以“肤乐
霜”“创伤乳膏”等关键词在淘宝进行
搜索，发现有多家打着代购“明星小
药”旗号的商铺。其中一家售卖肤乐霜
的店铺显示月销售量为274单，每支20
克，90 元包邮。店铺介绍肤乐霜为首
都儿科研究所研制，顾客下单后，还可
提供在医院购买其产品的单据和现场购
买视频。

20元乳膏转手卖出60元

当记者询问为何店铺所售价格比医
院高时，这名商家称，通过正规医院购
买药品，每次只能购买5支，还需要50
元挂号费。顾客在他这里购买不仅不限
量，而且还可以免费邮寄到外地。“我
住在廊坊，这次的购药清单发完了，等
下次再去开药的时候可以给你清单。”

记者注意到，这家店铺开店时间
为 2018 年 7 月，一位顾客在商品评价
下面表示，在该店购买药品，老板会
提供医院购药清单，并拍照上传。清
单显示患者为一名四岁的胡姓男童，
使用京医通支付。单支肤乐霜的价格
为42.86元，单支二甲硅油乳膏的价格
为 20 元。而商户转卖的二甲硅油乳膏
每支60元。

同样，以药品名为关键词搜索QQ
群，则出现众多代购QQ群，群介绍显
示，可以代购北京多家医院的自制药
剂。记者在与商家沟通时，对方明知倒

卖“明星小药”的行为违法，面对高额
利润，仍旧铤而走险。

收购就诊卡倒卖“明星小药”

4月中旬，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接到网络销售“明星小药”线索后，经
缜密侦查，发现西城区北营房一小区内
有一对夫妻非法经营医院制剂。4月26
日，分局环食药旅中队会同阜外大街派
出所，联合行政部门一举捣毁该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现场起获“肤乐
霜”“润喉清咽合剂”等医院配制药剂
20余种，共计500余盒。

据犯罪嫌疑人孙某供述，其于
2015年开始代购“明星小药”，为了能
够频繁开药，除使用亲戚、朋友的“京
医通”就诊卡挂号、开药外，还从他人
手中收购就诊卡。

在非法销售“明星小药”过程中，
其妻刘某燕也参与其中，通过网络社
交、电商平台销售“明星小药”，单价
40多元的药品，在网上标价200多元。

据环食药旅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北京共有医疗机构制剂批
准文号 3400 余个，持有 《医疗机构
制剂许可证》 的医院 43 家，其中有
百余种比较畅销。按照 《药品管理
法》规定，这些医疗机构制剂属于药
品管辖范畴，只能凭医师处方在本医
疗机构使用，不得在市场上销售。上
述案件涉案人员因不具备药品经营资
质，私自倒卖医院制剂，涉嫌 《刑
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被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谷庆隆告
诉记者，药品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
药，处方药品是必须到医院由医生诊
治后开具处方拿药。“明星小药”是
医院根据自己的临床优势和特点为了
满足市场不足，由北京市药监局审定
的一种产品，因此管理等同于处方
药，必须在本院使用。因为是按处方
药管理，因此必须看到孩子，经医生
诊治后对症下药。

针对上述案例，谷庆隆介绍，为
确保对症下药，每个患儿7天内只能
开一次“肤乐霜”，一次就诊最多开
5支，若有家长第三次开肤乐霜等制
剂，必须带孩子到医院。“因为孩子
起疹子的病因非常多，肤乐霜并不是
万能的，如果未经医生会诊，延误治
疗的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肤乐霜’是纯中药制
剂，保质期只有6个月，医院会随卖
随制，以保证药品的新鲜度和效
果。”首都儿科研究所药学部主任张
君莉表示，如果家长从药贩子手中购
买此类药物，很难知晓药品已经存放
了多久。同时，较差的储存环境也会
影响药品的质量。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专项行动中，
侦查员发现多名涉案人员因购买医院制
剂认识药贩子“任姐”，经其介绍开始
在互联网平台销售“明星小药”。对此
情况，海淀分局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
一步开展侦查，掌握了上线“任姐”的
身份信息。

4月27日，海淀公安分局环食药旅
中队会同中关村派出所，联合行政部门

在西城区大栅栏一居民房内抓获犯罪嫌
疑人任某英、李某钢，现场起获各类医
院制剂80余种，2000余盒。

经查，自 2017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
任某英使用亲属就诊卡，甚至租赁患儿，
频繁前往儿研所、协和、301等医院开取

“明星小药”、大量囤积，以网络代购名义
加价出售。同时，还为其下线人员提供
货源，并负责配发货物。李某钢明知任

某英非法经营药品，主动提供个人微信
账号、银行卡接收货款。目前，该二人已
被海淀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示，网购“明星小药”来
源、质量难以保证，有可能是仿制的假
药、劣药，长期使用会延误病情，严重
的会损害身体健康。下一步，北京警方
将与行政部门强化协作配合，对非法经
营医院制剂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目前，京医通卡在各医院通用。
但这在方便了患儿的同时也给药贩子
以可乘之机，可以一个身份证信息挂
多张卡，继而出现非法倒卖药品的情
况。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谷庆隆
说，他们拟定采取的方法是，无论病
人有多少张卡，在刷卡时系统都将根
据一个身份证一个ID号的方法为患
者开药，从而避免上述案例中，一人
持有多卡，反复开药现象的发生。

谷庆隆表示，首都儿科研究所将
现有肤乐霜制剂依据相关政策和技术
要求开发成新药上市，拟定今年在儿
研所的医联体医院内以远程会诊的方
式来方便患者，尝试通过网上问诊、
开药，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将药品邮
寄到患者家中。 晚综

收购就诊卡到医院开药，加价后网上销售

倒卖“明星小药”16人被刑拘

□付 彪

医院自制的“明星小药”，官方名
称为“医疗机构制剂”，是医院根据多
年临床经验总结制得，与同类药品相
比，针对性强且价廉物美，深受患者信
赖。不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相关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制
剂，必须严格按规定进行质量检验，检
验合格凭医师处方在本医疗机构使用，
不得在市场销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
办法》也明确规定，药品经营企业不得
购进和销售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

可见，在市场上包括在电商平台上
销售医院自制的“明星小药”，不仅属于

违法行为，而且存在很大安全风险。一
方面，患者自行购药可能药不对症，导致
延误或加重病情。另一方面，患者从网
上购药，无法对药品作出真伪鉴定，容易
上当受骗，除了经济损失，还将面临人身
伤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法
律规定还是监管部门的提醒，网络禁售

“明星小药”都体现了对患者的关爱。
然而，据公开报道显示，“明星小

药”倒卖乱象早已存在。2017 年，就
有视频曝光，首儿所自制的“肤乐霜”
被医院门口的黄牛高价倒卖。视频中的
黄牛说：“一个肤乐霜150 元，（医院）
里面卖 40 多元，还有挂号费，我不得
挣点儿？”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各大

医院物美价廉的招牌院内制剂、“明星
小药”，在经过微商转卖之后，价格暴
涨数倍，仍有不少患者购买。不仅北
京，南京、上海等地的“明星小药”也
在网上卖得火热。

医院自制药剂，不是一般的处方
药，即使是处方药也不允许网售。这决
定了其市场流通管理，必须将安全放在
第一位。所以，对于网络禁售“明星小
药”，有关部门不能止于提醒，而要瞪
起眼来加强监管。电商平台也要按照电
子商务法相关规定，对违法经营的药铺
该下架的下架，该取缔的取缔。消费者
也应通过正规途径到医院购买，不能把
用药安全随便交给那些药贩子。

网络禁售“明星小药”不能止于提醒

从药贩子手中购买
很难知晓药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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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