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段广水身上安装的“来

路不明”支架不同，河北沧州

市民刘炳立身上所装的两个

心脏支架则确定为无证产品。

2005 年 7 月，64 岁的刘

炳立因为心脏病在沧州市人

民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安

装了两个药物支架。 根据病历

记载，这两个支架是山东吉威

医疗制品公司生产的“Excel”

牌支架。

刘炳立的手术顺利完成，

比老周和段广水都幸运的是，

他的心脏至今未发生状况。

然而， 手术后过了许久，

一个陌生的电话却让刘炳立

女儿刘振梅目瞪口呆。

打电话的是王明理 （化

名）， 刘炳立手术的支架提供

者。 他告诉刘振梅：医院给其

父装的支架是无证产品。

当时，王明理已经从他曾

供职的那家医疗器械经营公

司辞职。 考虑再三之后，他决

定向患者说出真相。

真相其实很简单，吉威公

司的“Excel”牌药物支架从国

家药监局获得注册证的时间

是 2005 年 12 月。 而刘的手术

却是在此前 5 个月做的。

据王明理向记者透露，当

时的背景是，药物支架刚刚兴

起， 因为价格和利润很高，在

医院颇受欢迎。 而产品也因此

供不应求，实力一般的公司很

难通过正规渠道拿到货。 他的

老板不知从哪儿搞来一批未

见过的支架，交给下属去卖。

结果，一位专家在看了支

架后说了一句：你们胆子够大

的……王明理这才知道，老板

交给他的那批货，原来是未经

注册的“非法”产品。

据王明理回忆，虽然知道

支架有问题，但与其合作的专

家并没有放弃使用。 他估计，

公司先后卖出的该种支架约

有 500 个。

2003 年到 2006 年之间一

段卖心脏支架的经历，让王明

理对心脏介入专家的看法大

大改变。 在他看来，专家之所

以在病人身上用那些无证的

支架， 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这

些产品的回扣更高。

王明理曾是北京一家经

营心脏介入手术产品的医疗

器械公司销售员，他的主要工

作是推销心脏支架。 他说，当

年的市场情况是，一个国产支

架，出厂价不过 3000 元，卖给

医院的价格是 27000 元，一个

进口支架的出厂价是 6000 元

左右， 卖给医院是 38000 元，

医院进货之后，再加价 15

％

卖

给病人。

由于对技术的要求较高，

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

术的医院，只能聘请大医院的

专家前来完成。

专家的“好处”分为两块：

一是支架的回扣，按支架的使

用个数计算，每个是 1500 元。

当地医院为了充分“用足”专

家，一般都是集中多名病人一

起来做手术， 如果使用 10 个

支架，回扣额就是 15000 元。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他经

手的一批无证支架，一位专家

虽然看出来问题，但仍然给病

人用了，只不过有证支架的回

扣 是 1500 元 ， 无 证 的 则 是

2500 元。

在王明理看来，在心脏支

架手术圈里，病人是否需要安

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完全取

决于手术医生的良心。 问题在

于，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

良心往往脆弱不堪。

王明理的观点得到一位

心内科著名专家的认可。 该专

家指出，尽管我国制定了心脏

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但制定

指南的，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

益关联的介入专家。

卖了三年心脏支架之后，

王明理决定永远退出这个行

业。 这段经历带给他的，除了

对“专家”的全新认识，就是再

不敢轻易去医院看病。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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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使大量“水货”、未被批

准临床使用的心脏支架植入人

体，让医疗器械成了可能致人死

命的“定时炸弹”，使受害者维权

面临困难。 专家之所以在病人身

上用那些无证的支架，无非是其

回扣更高。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病理室保存着

一颗特殊的心脏。 心脏的主人是 56 岁的南

京市民老周。2010 年 6 月，老周在以心脏专

科闻名的阜外医院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他

的心脏被摘除。

通常情况下， 器官移植手术中被更换

的人体器官将按一定程序销毁。 但是老周

的心脏不同， 它里面藏着中国心脏介入手

术圈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至今尚未完全浮出水面。 但

可以确定的是，这颗心脏里面，有一个非法

心脏支架。 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支架在安装

时出了意外， 它成为埋在老周体内的一颗

“定时炸弹”，并最终导致老周“换心”。

令人担忧的是，因受名利驱使，医生在

病人身上使用非法支架，老周并非孤例。 事

情的严重性还在于： 由于相关管理制度的

弊病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有过类似遭

遇的病人，不仅难讨公道，甚至连真相也无

法得知……

被临床使用

2007 年下半年， 老周因心脏病入住南

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 做了第一次心脏支

架介入手术。

第一次手术后半年， 老周接到南京市

第一医院的电话，通知他到医院做检查。 检

查完毕之后， 医生认为老周的心脏血管又

“堵”了，需要再次安装支架。

2008 年 3 月 25 日，老周做了第二次心

脏支架手术， 并为此又支付了 3 万余元的

医疗费———这些费用的 90

％

产生于支架

及配套耗材。

现在回想起来， 老周感觉他的第二次

支架手术“有鬼”：自己原本感觉良好，是医

生检查后认为他有必要手术， 而那次检查

是免费的。

第二次手术， 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副

院长兼心内科主任陈绍良做的， 陈是国内

知名心脏介入专家。

根据病历的记录， 这次老周的心脏中

被装了一个“Partner 分叉支架”，“Partner”

是国内最大的心脏支架生产厂商———北京

乐普医疗器械公司所拥有的品牌。 据一位

业内专家介绍，“分叉支架” 又名“Y 型支

架”，主要用来解决心脏血管的一种特殊病

变，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被

批准临床使用。而老周回忆说，医

生当时告诉他这次用的支架是

“中外合资”的。

手术后， 医生在老周的病历

上写上“手术顺利， 患者恢复正

常”。然而老周无论手术中还是手

术后，一直感觉不舒服。

老 周 当 时 并 不 知

道，在这个手术当中，他

被装了一个尚未

取得医疗器械注

册证的支架。

中国的医疗

器械实行注册管

理制度，任何医院

器械，必须从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获

得注册证方允许

上市使用。而对于

心脏支架这样的

植入性医疗器械，则

必须由国家药监局注

册审批，否则视为“非法 ”产

品。

“最值钱的病人”

2009 年 11 月 20 日， 老周在乘公交

车时再次突发心脏病，120 救护车将其送

进南京市鼓楼医院， 经过医生的全力抢

救，病情有所好转。

鼓楼医院心内科一位医生对记者

说，老周能被救活是个奇迹。 因为送达医

院时， 他已经生命垂危， 心肌大面积梗

死，血压已经为零。

老周虽然被救活， 但其发病原因一

度让抢救医生迷惑。 他们经检查发现，老

周的心脏里有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异

物，而且明显处在本不该在的地方。 这个

异物可能与老周此次发病有关， 但它究

竟是什么？

后来， 经一位恰逢到南京开会的北

京心脏支架专家查看，才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 在 2008 年 3 月 25 日那次手术中，

老周心血管内被安装了一个 Y 型支架，

由于安装失败， 导致其堵在心脏主血管

中。 手术医生当时曾做过处理，使得老周

没有立即出事。 但是，手术者对老周隐瞒

了真相， 使那个 Y 型支架永久性地堵在

老周的心血管中。

而让鼓楼医院医生以及会诊专家不

解的是，Y 型支架尚未批准注册，如何会

用在老周身上？ 此外，就老周的心血管情

况而言，并无必要安装这种支架，医生为

何偏偏要做这个手术？

在发现老周的支架手术真相后，鼓

楼医院立即向南京市卫生局汇报。 后者

非常重视， 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老

周生命。

最大的难题仍是堵在老周心脏里的

那个支架， 由于它堵在了左冠状动脉主

干处，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因

为产生血栓而要老周的命。

多名国内著名心脏病专家会诊后，

决定为老周实行心脏搭桥手术， 其基本

思路是，重建一根心血管，以代替老周被

支架堵住的那根。

2010 年 1 月， 老周在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做心脏搭桥术。 但由于其两次发病，

心脏功能亦出现问题， 最后专家决定为

老周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据悉， 几次手术及相关费用高达百

万元，皆由南京市第一医院支付。 此外，

加上将为老周支付的巨额的后续治疗费

用， 老周被当地一名医生形容为南京卫

生系统有史以来“最‘值钱’的病人”。

“断了”的支架

在做完换心手术之后，作

为证据，老周家人与阜外医院

约定，由对方负责保存老周的

心脏。

究竟有多少病人像老周

一样被装了无证支架？ 他们是

否有支架手术的适应症？ 手术

的后果是什么？

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一

位业内专家表示悲观。 在他看

来，老周案捅开了中国心脏介

入手术领域的一个“马蜂窝”，

“该案只能到此为止， 否则将

不堪设想”。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给

适应症不确定的病人安装无

证支架并非孤例。

就在记者写这篇稿件的

时候，北京市民段广水也正在

接受由医院出钱的后续治疗。

原因同样是被装了一个可疑

心脏支架。

2006 年 5 月 31 日， 因为

突发心肌梗死，段广水在北京

门头沟医院做了支架手术，安

装了 3 个支架。

然而，两年之后，段广水

在 5 个月内接连两次心脏病

发作 ，医院一度下达“病危通

知书”。

今年 9 月，段广水在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做了造影检查

手术，该院著名心内科专家胡

大一明确告诉他，其心脏里的

一个支架已经“断裂”。

随着段广水将门头沟医

院诉至法院，装在段广水心脏

里的三个支架， 也被发现是

“来路不明”产品。

无奈的举报者

为获高额回扣将未被批准临床使用的心脏支架植入人体

非法心脏支架使用调查

上海市某医院心脏中心医生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手术（图中内容与非法心脏支架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