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北京日报》等消息）

■

案例

●

浙江等

23

个省份公安机关联合打掉

1

个

利用高价回收的治疗癌症、 心血管疾病进口处方

药包材生产销售假药的犯罪网络。

●

河南等

20

个省份公安机关联合打掉

2

个

生产假药并向

144

家药店、诊所销售的犯罪网络。

●

江苏等

20

个省份公安机关分别打掉某大

药房销售假药、 杨某伪造批文生产销售假药的犯

罪网络。

●

湖北、上海、河南、广东等四省市公安机关

联合打掉潘某等销售假药犯罪网络。

●

天津等

10

个省份公安机关联合打掉周某

等网络销售假药、 陈某等利用过期药生产销售假

药犯罪网络。

●

辽宁等

9

个省份公安机关联合打掉王某等

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网络。

●

黑龙江等

8

个省份公安机关联合打掉邸

某、齐某等为首的

2

个销售假药犯罪网络。

●

广东公安机关打掉走私销售进口抗肿瘤药

的犯罪网络。

■

个案

从印度走私药品低价销售

深圳三假药团伙两年销售超 2 亿元

今年 9 月， 深圳市经侦支队发现三个网络销

售假药团伙，随后进行摸排，发现这些团伙长期从

印度走私药品到深圳，并销往全国 15 个省份。本月

17 日，深圳警方破获犯罪团伙 3 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 5 人，捣毁制假窝点 10 个。

当天，查获假药 37795 粒，按正品药价值统计，

涉案金额达 4700 万元，走私药品主要是印度产治疗

肿瘤的特效药。据初步估计，三个团伙近两年的假药

销售可超 2 亿元。当天上午，深圳经侦支队民警进入

一处销售假药的窝点———罗湖区某小区一户住宅，

一房间的柜子里摆满名为“格列卫”的药品。

这是种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 正品每盒价值

可达 5000 到 1 万元。 深圳市经侦支队林副支队长

介绍说：警方这次查处的“假药”，从药品外包装初

步判定， 是没有获得中国进口批准注册的印度药

厂的药品。

此次查获的假药主要是印度产“易瑞沙”、“格

列卫”和“特罗凯”，都是治疗肿瘤的特效药。 中国

批准进口的此种药物均产自瑞士、英国和美国，不

包括印度生产的。

林副支队长说，“假药”价格低，只有国家批准

进口的正规药物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

相关

公安部首次

详细披露假药名称

据悉，此次专案集群战役前期调查耗时近 4 个

月。 统一行动中，警方缴获的假药，涵盖从处方药

到保健药，从口服片剂到注射针剂，从中草药到西

药，从国产药到进口药等，上百个品牌门类。

公安部首次详细披露了假药名称，主要包括：

假冒“美罗华”、“万珂”、“日达仙”、“立普妥阿伐他

汀该片”等进口处方药；国外药厂生产、未取得我

国药品准入批号的“易瑞沙”、“格列卫”、“特罗凯”

等抗肿瘤药 ； 假冒生长激素多肽类药物 、“贺普

丁”、“斯皮仁诺”、“达美康”、“博路定”、“布希达卡

培他滨片”、“沐舒坦盐酸氨溴索片”、“头孢氨苄”

以及治疗肠胃病、妇科病、心血管疾病等常见多发

疾病的常用药。

29 省区市同时出击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1400 余个，

缴获 3 亿余片假药，按正品计算价值超过 20 亿；假药利益链随之曝光：

医院保洁员收一药盒能赚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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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救人英雄来说，再多

的赞誉也是多余。我们应该从

精神上鼓励他，从物质上帮助

他，从行动上支持他，和他一

起并肩战斗，让见义勇为的传

统美德不断传承和延伸，让韩

海江们从此不再孤独和落寞。

郑一佳 新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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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

南风 3 级左右， 温度 3

℃

到

12

℃

。 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

到晴天气为主， 周三有一次

冷空气影响， 将有 4 级左右

偏北风，气温略有下降。周平

均气温 5

℃

至 7

℃

。

更多天气资讯， 请拨打

12121。

假药可能就在你

身边。 从口服剂到注

射剂， 从中草药到西

药， 从国产药到进口

药， 从日常用药到抗

癌药物， 假药都可能

藏身其中。

涉案地域广，犯罪

手法多， 涵盖药品全，

成为假药犯罪的综合

特点。 利用现代科技，

从包材印制到原材料

生产， 再到药物成型、

组合包装、物流运输以

及销售渠道，假药制售

分工精细并相对独立

运作。 暴利驱使下，一

些专业人士甚至正规

医药公司也参与到假

药行业。

公安部 17 日指

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

的打击制售假药犯罪

专案集群战役成功收

网，破获价值 20 亿元

的假药巨案。

17 日，公安部视频调度指挥全国 29 个

省区市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制售假药犯罪专

案 集 群 战 役 ，170 个 城 市 公 安 机 关 出 动

16000 余名警力，共破获案件 1280 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1770 余名， 打掉制售假药犯

罪团伙 350 个，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1400 余

个，缴获假药 3 亿余片（粒、支），商标标志、

药盒、防伪标等包装材料 4.2 亿余件（套），

按照正品价值计算超过 20 亿元。 而这起巨

案起源于金华警方在出租车上查获的一批

药盒。 在深入调查后警方发现，制售假药的

整个利益链中最底层竟然是医院的保洁员。

出租车上可疑的 700 套药盒

今年 7 月 20 日，金华市义乌出租车管

理站在例行检查中发现， 乘客李某携带大

量回收的处方药药盒、说明书和防伪标签，

一数， 竟有 700 多套， 这引起了警方的注

意。

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

金志茂说，李某的药盒收购过来，到底要去

哪里，干什么用，他们认为有必要查问清楚，

所以就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方法，所以对这个

线索进行了调查。

医院保洁员是“线人”

乘客李某为什么要收购这些大家都不会

注意的东西呢？经过警方一番调查发现，李某

在浙江等地收购药品包装盒、 空瓶子已经很

多年了，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家

庭药品包装回收团伙， 这个团伙还发展了下

线收购员， 也就是说李某和他的家人每个人

负责一个医院，在每个医院都安插了线人，这

个线人就是医院的清洁工和保洁员。 金华市

公安局经侦大队副支队长蒋益群告诉记者，

他们物色三甲医院的保洁人员， 通过这些人

的工作之便向他们收购各种处方药包装盒。

据介绍，他们收购的主要以抗肿瘤的包

装盒为主，一些进口药品，价格比较高的一

些颗粒的，各种形态的药品都有。

在通过对李某包装盒流向的调查，警方

发现这些药盒通过汇总和分类后主要流向

北京的刘某和上海的陈某，而北京的刘某在

收集药盒的同时，还通过网络大量出售这些

药品，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蒋益群说，收到包装材料的人同时又将

大量的药品流出。 按照国家药品管理法，个

人是不能销售的，从价格上来说也是不正常

的，可以说，这部分收到药盒的人同时在制

作假药，或者直接接触到这个制药环节。

抗肿瘤药盒最值钱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活动在北京

的刘某团伙，在购买包装后通过改批号、换包

装，灌装低档原料药，盐水勾兑等方法，生产

假药，假药做成后，假药贩子就在网上开始发

布销售信息。 这些假药做成治疗肿瘤的“美罗

华”、“赫赛汀”等，这些药在市场上都是上万

甚至几万元的处方药。做成假药会是多少钱？

金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支队长蒋益

群介绍说。 像一套赫赛汀的包装盒，包括空

瓶子、说明书、剪下来的防伪标识 ，要卖到

1500 元一套；“美罗华” 也要 1200 元左右。

这些最底层的医院清洁工，收到这样的一个

包装盒至少也能获利 300 元。金华市公安局

副局长俞流江说，在利益的驱使下，这样的

假药网络像一张纵横交错的蜘蛛网一样，盘

踞在全国近 30 个省市区。

俞流江说， 从他们前期侦查的情况看，

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 23 个省份， 其中涉案

人员在 10 个以上的，有 15 个省份，估计涉

案人员在 300 人以上。

假药成分多为淀粉 添加物严重危害健康

警方介绍，当前假药多以淀粉、玉米粉

为主要原料，为使假药重量更像真药，添加

滑石粉、饲料、铁粉，为降低成本，则少加甚

至不含有效成分，为尽快起到“疗效”，甚至

添加有毒、有害物质。 如不法分子在假药中

添加的双氯芬酸钠、醋酸泼尼松、布洛芬等

化学成分，具有成瘾性，短期内貌似对某些

病症有疗效感，长期使用易引发向心性肥胖

（俗称“娃娃脸”、“水牛腰”）、骨质疏松、糖尿

病、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肾脏肝脏损伤、粒细

胞减少等病症，甚至导致死亡。

据警方介绍，一些生产“治疗”白血病、

癌症等假药的窝点，没有任何生产药品所需

的净化、消毒措施，原料为化工原料。浙江今

年上半年破获的一起制售假药案件中，主犯

曾供述：“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

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

知道，反正我不会吃。 ”

2009 年 1 月，新疆假药“糖脂宁胶囊 ”

吃死人事件曾引发全国关注。造假者密谋生

产“加西药成分，吃一粒就见效”的糖尿病药

品， 在药品中加入大剂量格列苯脲等成分，

而大剂量服用会出现低血糖甚至危及生命。

经药监等有关部门鉴定，这些假药危害

十分巨大，无任何疗效，轻者贻误治疗，重者

引发其他疾病，甚至危及生命。

核心提示

■

提

醒

警

方

提

醒

，

药

品

事

关

民

众

身

体

健

康

和

生

命

安

全

，

切

莫

贪

图

便

宜

盲

目

购

买

药

品

，

请

选

择

医

院

就

医

和

从

正

规

药

店

购

买

药

品

，

谨

防

上

当

受

骗

；

切

莫

将

过

期

药

销

售

他

人

，

谨

防

害

人

害

己

；

切

莫

将

药

品

包

装

盒

随

意

丢

弃

，

打

开

包

装

使

用

完

毕

后

应

作

损

毁

性

处

理

。

11 月 13 日，新郑市，一假药窝点被查后，一名工人蹲在墙角等候处理。 假药是由玉米

淀粉等原料兑制，有阿莫西林、胃舒平等。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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