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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瓶装药剂，瓶身处除了红
色的说明内容外再无他物，这款由北
京某三甲医院皮肤科医生开具的痤疮
擦剂，被北京居民贾肖琦视为“祛痘神
药”。

今年年初，贾肖琦的脸上突然大
面积长痘，不仅又红又肿，而且长时间
不退。去上述医院问诊后，医生很快
打好了药品单，并告诉贾肖琦，其中有
两款是医院自制药，不走医保，并告知
其使用方式。

贾肖琦着重留意了医生所说的两
款自制药，分别是外敷的痤疮擦剂和
内服的痤疮颗粒。两款药都不贵，只
有几十元，共同点是外包装极其简陋，
底部还着重突出了医院字样。按照医
嘱用药一段时间后，贾肖琦的面部皮
肤有所好转。

“对患者来说，只要药有用，就肯
定会回购，尤其是这些自制药背后往
往有医院名气烘托，更加令人信服。”
贾肖琦说，一些自制药有点像“神药秘
方”，严禁外传，除了购买有点难度外，
看不到其他缺点。

据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
介绍，院内制剂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新
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制药工业落
后，药品的生产和供应无法满足社会
需求，因此国家鼓励医院根据临床需
求，自行研发调制医院内部使用的药
物，以填补市场空缺。此举促进了院
内制剂的发展，很多医院的制剂在这
一时期形成。

“与此同时，部分医院制剂室也存
在品种多、剂型杂、制剂质量标准粗
糙、检验设备落后等问题。”郑雪倩说。

尽管有瑕疵，但院内制剂仍然因
价格低廉、有医院“背书”而成为新“顶
流”，拥趸不少。

记者调查发现，在各社交平台上，
像贾肖琦一样推崇院内制剂的大有人
在。以“医院自制药”“医院 神药”“院
内制剂”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看到
大量网友分享相关就诊经历、推荐院
内制剂的帖子，其中不乏互联网大V
宣传“明星医疗机构制剂”“好用的医
院自制药”。

一瓶自制药，代购售价却高出近3倍
记者调查院内制剂灰色利益链

户外时间不够，阿托品来补——这是北京“鸡娃家长”李浩过
去一年的选择。为了尽可能保障儿子的学习时间，李浩很少带儿
子开展户外活动，但为了防止儿子日后的眼镜度数成为“酒瓶
底”，李浩瞄准了阿托品滴眼液，隔三岔五通过互联网医院购买。

可最近，这款“近视神药”却在一片质疑声中“倒下”了。数家
眼药公司纷纷宣布，阿托品滴眼液暂停网售，不过仍然可以在线
下实体医院开处方。

有业内人士称，该药物尚未在国内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获批
上市，就通过“互联网医院渠道+院内制剂资质”的方式销售，可
能存在处方审核不严、扩大使用范围、加大随访观察难度的风险。

李浩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经常购买的“神药”属于院内制剂，
即医院自己研制的制剂。后怕与焦虑随之而来：没有获批上市的
药物，是不是真的，安全性如何保障？

像李浩这样在不知情状态下随意购买院内制剂的人并不
少。有人脸上长了痘，便去社交平台上买“祛痘神药”；有人受伤
后留下后遗症，便去买“国家运动员专用创伤乳膏”；有人患胃炎，
便去买“××医院研发的胃炎克星”……

一些商家抓住商机，通过网络下单邮寄的方式，做起了代购
生意。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医院的自制药剂
正在网上卖得火热。

那么，这条院内制剂灰色利益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按照规定，院内制剂只能在研制医院
内购买，但巨大的需求量催生了一条线上
售卖链条。

记者搜索发现，在一些提及院内制药
的帖子、博文下方，不时有网友询问“能否
代购”，大部分博主都会回复“可代”。

还有商家为了规避风险，在社交平台
上做起了代购生意，宣称“售卖各大院内
制剂”“提供各类医疗服务”等。

记者联系上一位代购，添加其私人聊
天账号后，对方表示“北京市内三甲医院
的院内制剂均可购买到，市外医院也有途
径，不过时间要久一些”。其朋友圈发布
了不少医院的自制药，文案花样百出，比
如“当红创伤乳膏，送父母最好的礼
物！××医院明星产品！如今这个季节，
腿疼、胳膊疼的人特别多，抹上效果超
棒！国家运动员专用药”“亚洲最大中医
院镇院之宝，复方酸枣仁膏，失眠人群的
救命稻草”“各种胃炎的克星，胃舒胶
囊，××医院30多年临床试验科研成果，
为无数胃病患者解决了病痛”……

问价之后，记者发现其所售卖的院内
制剂价格均高出原价一倍多。以痤疮擦
剂为例，医院官网上明确标价30元一瓶，
其售价为80元，不包邮费。关于定价，这
名代购解释称，其手上所有的药品都是挂
号开出来的正规药品，在原价基础上加了
挂号费、人工费、跑腿费等。

随意定价、漫天要价等问题在院内制
剂代购者这里并不是新鲜事。

记者从一位能买到南京某医院自制
药的代购处发现，其每个月会发布一次自
己在该院排队挂号买药的视频，每个视频
中处方笺的就诊人信息不同，但有三四个
人的姓名反复出现，诊断一栏显示的基本
都是“炎症后色素沉着”“湿疹”“脱发”等
常见皮肤症状，平均单次购买相应的3至5
种药膏，有的药膏一次开2支，有的可以开
10至20支。

在记者与这名代购的交流过程中，对
方表示药膏不限购，最终记者购买的“烟
酰胺凝胶”的成交价为社交平台上部分用
户所说价格的4倍多。购买所得的药膏外
封上同样显示“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
用”，批准文号为“苏药制字”，保质期不足
1年。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调查发现，院内制剂
的代购几乎已成“集团化”。

通过检索，记者添加了几名院内制剂代
购，发现其朋友圈均宣称“可以代办专家挂号，
北京各大医院特效药代开，医美药妆都有”。

当记者询问其中一名代购是否有囤货可
以分销时，对方解释说：目前各医院管控较严，
一次性开不出来足够量，需要找别人一起开
药，若记者一周购买30套以上，代购可以将价
格降低。记者询问一次性购买80套如何发货，
对方表示大约需要一周才能陆续发出。“为了
避免压货，这行很少囤货，因此当前无法开出
如此大量的药，需要找合伙人‘借药’。”这名代
购说。

提到院内制剂代购“合伙人制”的并不只
有上述一家。还有代购直言，院内制剂的“黄
牛”已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每个代购有不
同的“口”。

当记者向一位南京××医院自制药代购
询问儿童常备药时，对方称自己如今不再做儿
童医院的药品了，已经把这个“口”交给别人跑
了，不过可以向记者推荐其他代购。记者通过
其名片推荐，联系上另一名代购，对方也称自
己“换口了，最近儿童口不好跑”。

从业两年的医药代表马先生透露，院内制
剂催生的代购与医药代表有所不同：医药代表
的营业方式是获得对药品的代理权，与相关医
院、周边药店谈成合作，为合作方提供药品，许
多医药代表选择在诊疗室外“守株待兔”，等患
者问诊出来便上前推荐自己的药物，以此打开
销路；而如今的院内制剂代购，需要挂号开处
方才能开药。

“虽然所有代购都声称自己的药来源绝对
正规，都是亲自挂号得来的，但实际上很难保
证。”马先生说。

北京某院内制剂中医科大夫也告诉记者，
院内制剂属于处方药，并不是患者想买就能买
的，而且药量都是医生根据患者情况来定的，

“不可能一次性开十几瓶，有些代购卖的可能
是假货”。

一名三甲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向记者介
绍，一般的上市药品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如中药的是“Z”；而院内制剂是医院自行生产
的，批准文号级别没有国家级别这么高。她还
说，一般院内制剂保质期比较短，且在未面诊
的情况下有一定安全风险，不建议患者选择代
购。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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