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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圈下单购买海外药品，在 QQ 群中售卖海外药品，出国旅
游购买药品进关后卖给他人……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 海外代购药
品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其中暗藏的各种风险随之而来。 海外代
购的药品到底是真是假？质量是否合格？ 不仅消费者难以判断，药品
监管部门也难以取证。 所谓的海淘药品未必靠谱，近年来，公安部门
查获多起海外代购假药案，涉案的所谓海外药品，并非海外原厂生
产，而是在国内黑窝点生产的假冒药品。

海淘回来的药品靠谱吗？
警方查获多起假药案件，海外代购药品风险不小

据无锡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员介
绍，药品不是普通商品，它直接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药品的生产、进口、经营均需要依法
取得许可资质。 进口药品在获得进口
药品批准文号后，必须在定点的口岸
药品监管部门和药品检验机构取得
合法手续后才能通过海关依法进口
并进入国内流通使用。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热映，
让代购国外药品中情与法的冲突进
入公众视野。 据了解，目前涉及到海
外代购药品的案件，江苏检察机关对
少量代购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一种
是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
外药品，对病患尤其是癌症等严重疾
病患者有真实疗效的；一种是销售少
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 境外药品，
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
治的；还有一种是对于患者及家属跨
境买药自用， 或受病患委托代购，没

有收取或者只收取少量药品流转工
本费的。

但需要提醒广大消费者的是，通
过电商平台或微信朋友圈等代购的
海外药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风
险。 每个国家对药品均有各自的标
准，不同国家的标准存在差异，因此
并不是国外所有的药品都能获得我
国的进口药品批文。 同时，很多药品
对运输、储存时的温度、湿度、避光等
因素均有严格要求，海外代购的药品
是否能够按照说明书的储存条件运
输无法求证，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药
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按照我国刑
法的相关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属于
刑事犯罪。 通过网络或私人采购国
外药品销售的行为依然属于依法打
击的违法犯罪行为， 市场监管局提
醒所有消费者， 为保证自己用药的
安全有效，请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进口
药品。 （晚报记者 念楼、蓝田）

对普通市民来说，最常见的莫过
于多种多样的海外网红药物了，比如
感冒药、眼药水、咳嗽药水、减肥药
等，即使不是仿冒货，仍暗藏着用药
的安全隐患，风险不容忽视。 在网络
上，售卖代购药品的网店、微商往往
集中描述、 渲染某种药品的疗效，在
给购买者推荐药品的时候，一般只是
根据购买者描述的症状来下单，但一
种药物是否适用于某一位使用者，缺
少了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答案无从
知晓。“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代购
来的药品，没有中文说明，由于语言
限制，多数人使用时根本不会去追究
药品的成分、用法用量、使用禁忌、生
产日期、生产厂家、批号等，他们只相
信所谓口口相传的疗效。 ”在无锡二
院药剂科王晓丹看来， 同样的药品，
不同的人在用药剂量、方法和疗程上
均有区别， 尤其是在用法和用量上，
不能“人云亦云”。

来自日本的一种叫做“小粉丸”
的便秘药在一些老年人中很受欢迎，
据某些电商介绍，这是日本非常畅销
的一款便秘清肠药，因此有不少人买

来治疗便秘。 在某网络平台上，小粉
丸还被推荐为“吃了能瘦”的常备品，
并描述“吃了没什么副作用”。 事实真
的如此吗？ 市民杨阿姨曾经是小粉丸
的拥趸，从几个朋友口中得知这种药
治疗便秘效果很好，于是从代购处购
买来服用。 每天吃一颗，杨阿姨感觉
效果很好，于是一直坚持使用。 但让
她始料未及的是，一段时间后，更严
重的便秘发作了。 查询过小粉丸的
说明书后，王晓丹告诉杨阿姨，小粉
丸的主要成分是比沙可啶， 实际是
一种肠神经麻痹药， 服用后会让人
腹泻，但只能短期用于严重性便秘，
长时间服用会导致更严重的依赖性
便秘。 其实，比沙可啶作为一种非处
方药在国内药店很容易买到， 然而
对普通市民来说， 他们一方面不知
道小粉丸究竟为何物， 一方面也不
了解正确的用法用量， 于是导致一
系列问题的出现。 因此，盲目海外代
购药品不可取，疗效再好的药品，也
必须严格按照科学、 合理的原则服
用，生病了一定要及时就医，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药品。

如今，买药成为不少市民出国
旅游时的任务之一。 前不久市民沈
晓宇从澳大利亚旅行回来时，就塞
了大半箱药，里面有鱼油、维生素
片、钙片等保健品，还有不少给儿
童使用的药品。 沈晓宇说这些都是
买回家自用的，导游会推荐一些当
地性价比高的药品以及有名的“神
药”， 而自己事先列了一张购买清
单， 同行游客买药品回来的也很
多。

自己或亲友从国外直接带回
来的药品用了挺好，用完后很多人
会选择从网上选择代购。 那么海淘
来的药品靠谱吗？ 食药环侦支队二
大队大队长诸嘉的回答是“未
必”。 因为一些网上“种草”的药
品，已经出现国内仿冒品，这些
假药到国外兜一圈回来冒充进
口药， 有的甚至连兜一圈都省
略了。

此前无锡警方和杭州警
方调查过一起仿印度药案
件， 发现是中国人在老挝办
了个厂， 生产出药剂后寄到
国内， 国内的人员根据收到
的说明书、 包装盒等组装成
所谓的印度抗癌药成品。 又
如去年底无锡查获的一个皇冠
淘宝店， 专门销售各种日本网
红眼药水， 这些眼药水都是从
广东寄到无锡， 到底是不是从

日本代购来的，连店主自己也不清
楚。 澳大利亚有一款号称没有回头
客的痔疮神药，今年警方也发现市
场上出现了假货。 有网友购买之后
反映疗效不好， 警方根据线索追
查，发现药品是由广州一家公司把
膏体、盒子、说明书组装起来后销
往各地，其中的膏体则是由汕头一
家公司仿制的。

对于海外代购药品，即便卖家
贴出了购买发票， 买家也要慎重。
道理很简单，如果连整盒药品都能
仿造到肉眼看不出来，一张凭证又
怎么肯定是真的呢？

5 月底， 一起销售假药案件在
锡山区法院开庭。 去年，警方经过
侦查在深圳一个快递收寄网点抓
获了邱某。 邱某以前在印度工作
过， 有渠道能买到一些抗癌药，起
先是帮朋友代购，后来不认识的人
也来向他买药。 回国后，他继续从
事代购生意，并从网上联系到一个
上家。 邱某的上家经查实是 90 后
女子卞某，警方后来在成都查获卞
某， 卞某说是根据男友的安排，多
次接收没有准字号的孟加拉版奥
斯替尼等药品， 将药品销售给他
人。

原来，卞某和男友何某恋爱不
久， 何某由于工作原因远赴孟加
拉， 到了当地后何某告诉卞某，他
发现了一桩能赚钱的好买卖。 何某
开始从国外将克唑替尼、奥斯替尼
等抗癌药品运回国，由卞某转手卖
给有需要的客户。 很快卞某手里有
货的消息就在朋友圈里传了开来，
不少人主动找上门来求药。 直到案
发卞某卖出的药品金额达到 45 万
元， 其中销售给邱某的药品共 30
多万元，警方在卞某住处还查扣了

尚未销售的克唑替尼 13 万多元。
这起案件目前还在审理当中。

最初的举报线索来自缪先生，缪先
生所在单位受英国阿斯利康公司
委托，负责市场打假工作。 有一款
该公司生产的抗癌药物在国内还
未正式上市，而缪先生在微信上发
现有人销售该款抗癌药，于是向警
方反映了情况。

不管是通过网站还是客户端，
如今海外代购药品在“互联网 +”
时代背景下遍地开花，职业化趋势
越来越强。 而另一方面，国家对假
药、劣药有严格规定，药品进口须
经过严格审查， 即使是国外的真
药，只要没有获得准字号，一律视
为假药。 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调
查的一部分假药案件，就是属于这
个类型。 如受到很多网友追捧的澳
大利亚药品，近年来警方就办过多
起案件。 涉及到的小绿叶止咳糖
浆、沐舒坦儿童止咳糖浆、婴幼儿
防鼻塞精油等很多儿童药片，还有
一些妇科用药，都是从国外代购而
来，问题就在于没有准字号。

部分假药案件，问题在于没有准字号

一些“种草”药品出现仿冒货

只信疗效，网红药吃出问题

海外代购药品，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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