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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处方药解禁“放权”切勿“放任”

年轻“糖友”应警惕视力变化

警惕装修污染“惹祸”

别把心肌梗死当成犯胃病

警惕“快速见效”化妆品

据新华社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6月27日结束征求意见的《互联
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首次提出放开处方药在电
商渠道的销售，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患者来说，网上更低廉的价格
无疑对目前药价起到降温作用。然
而，药品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业内
人士认为，国家对网售处方药的放行
将对今后一段时期药品流通行业的发
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放权”而不“放
任”成为紧随其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网上处方药销售解禁降
低药价引各方关注

根据《办法》第八条，“互联网药
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药品分类管理规
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这意
味着打破了以往网络不能销售处方
药的禁忌。此外《办法》中明确，“互
联网药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药品分类
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
药”，“由执业药师负责处方的审核及
监督调配”，“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允许医药电商选择
第三方物流配送”。

记者在北京友谊医院采访，40岁
的秦文明患有糖尿病，他说自己每天

需要吃的药很固定，如果放开网售处
方药，只要上传一次处方就可以持续
从网上买同一种药，比较方便。另一
位到眼科看病的女士也表示，自己经
常网购，如果能够网上购买处方药，
会更方便。她说，只要监管得力，放
宽网购处方药没什么不好的，这样解
决了医疗垄断的地位，通过竞争还可
以降低药价。

八百方医药健康网购商城品牌
负责人胡飞琴认为，医药电商的兴起
有助于药品价格透明化、促进药品价
格合理化，解决部分地区药品稀缺问
题，另外，借助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网
上售药可实现药品销售全程信息化
管理，全面记录售药机构信息、购药
者信息、药品销售信息，有助于用药
安全的管理。

“网上是完全的竞争市场，没有
灰色的返利和回扣，竞争会优化市
场，而且可以打击网上卖假药的行
为。”她说。

用药安全成为最大顾虑
网购处方药拟放开，用药是否安

全成最大疑问。在记者的调查中，部
分消费者选择不在网上购药。上月
底记者在一个医学论坛现场，采访了
多位供职于药企、医院的人，他们表

示，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自己不会在网
上买药，尤其是处方药。多位医生表
示，当前我国抗生素滥用已是事实，
放开网售处方药将使得合理用药难
以保障。

北京朝阳医院药剂科药师张征
分析说：“假处方比假药还容易做，如
果患者吃了用假处方买的药造成伤
害，这个责任是卖药的企业承担，还
是个人承担呢？一个处方可以在网
上多家药店使用，如果为了方便患
者，使一些常用药更方便购买，扩大
非处方药的范围就行了，否则还定义
处方药干什么呢？患者网上购药不
知道该怎么吃药，很多药物有禁忌和
副作用，可能单一的药物没有害，但
是几种药物一同服用可能就变成了
毒药。药量只要差几微克，药效就差
之千里，对没有医学常识的患者有巨
大的风险。”

北京市医改办相关负责人和北
京友谊医院理事长刘建等提出，“当
前我们没有那么多能提供优良药事
服务的药剂师，药店站柜台卖药的很
多不是医学或药学的毕业生”。网络
上通过在线咨询药剂师购买药物，对
患者用药安全有一定隐患。

记者采访发现，放开处方药网上
销售后，药监部门的监管难度将大幅

增加。药监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业
内人士说：“由于网上药店采取属地
管辖方式，其业务范围却可以遍布全
国，这将加大监管难度和监管部门工
作量。降低网上药店准入要求，直接
导致众多企业进入，监管压力也将陡
增。贸然对全部零售药店放开网上
售药许可，一旦监管网络未能实现全
覆盖，网上药店将为虚假医药信息和
假劣药品提供更大的隐匿空间。”

“此外，一家单体药店由于网上
违规销售药品而被查处，完全可以用
另一家单体药店的名义重新申请网
上售药资格，极低的违法成本将严重
冲击整个行业的发展。”他说。

专家：网售处方药“放权”
不是“放任”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等十多家行
业协会和知名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相关人员近日联名对开放网上处
方药销售提出担忧。一位药品零
售连锁行业业内人士称，“放权”不
是“放任”，政府职能要做到“放管”
结合，建议应适当提高网上药店的
准入门槛。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通过试点摸
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网上处方药销
售模式及监管模式，在取得试点经验

的基础上再逐步放开限制，全面推
广。“可以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管
理规范、无因经营假冒伪劣药品等商
品被监管部门予以处罚记录的网上
药店作为销售处方药的试点企业；先
行选择安全性、稳定性较好，不容易
导致滥用的处方药作为首批试点品
种，然后再逐步向其他品种延伸。”

北京一家医院不愿具名的负责
人说，当前我国大部分公立医院实行

“以药补医”政策，即允许医院在药品
进价的基础上加成 15%销售。当允
许网络购买处方药，医院处方大部分
外流，医院通过卖药得到的补偿自然
受到冲击，那么配套的公立医院补
偿制度改革，或者医药分开改革需
要跟进。

很多患者关心的是网上购药能
否使用医保卡。当前北京的所有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用医保卡实时
结算，零售药店尚未实现个人医保账
户定点全覆盖，网上药店购买时方
便，报销起来繁琐，要吸引患者需要
打通网络购药和医保报销的障碍。
另外，当前我国的医保大部分实行属
地管理，网上药店医保支付彻底放开
需要打通“医保异地买药结算”，这项
改革目前尚无时间表。

■肖思思 李亚红 曾亮亮

据新华社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 6 月 24 日在网站发布了
国家化妆品监督抽检结果。其中，
标示为“契尔氏雪盐止痘祛印膏”
等 6 批产品检出禁用物质，标示企
业涉及广州市 7 家化妆品生产经营
企业。

对此，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介
绍，已经组织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对通报情况进行核查。广州市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已对广州市望莎精
细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不合格产品
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其他
5批次抽样不合格产品，则涉嫌为假
冒产品。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相关
专家介绍，关于化妆品检出氯霉素、
甲硝唑等禁用物质，我国《化妆品卫

生标准》和《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
年版）规定：抗生素类（成分）为化妆
品禁用组分，欧盟等其他国家和组织
均有此规定。

“禁用物质是指不能作为化妆品
生产原料即组分添加到化妆品中的
物质。如果技术上无法避免禁用物
质作为杂质带入化妆品时，则化妆品
成品必须符合《化妆品卫生标准》和

《化妆品卫生规范》对化妆品的一般
要求，即在正常及合理的、可预见的
使用条件下，不得对人体健康产生危
害。这是化妆品管理中的国际惯例，
其目的是避免抗生素的滥用。在化
妆品中添加抗生素属于违法添加行
为。”他说。

此外，专家提醒，抗生素类药物
属于处方药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方

可使用。如长期使用添加抗生素的
化妆品，可能引起接触性皮炎等不良
反应，表现为红斑、水肿、糜烂、脱屑、
渗出、瘙痒、灼热。氯霉素还会使白
细胞减少，抑制骨髓，造成肝损害。
长远看，抗生素容易造成细菌耐药性
增强，使得药效降低而延误治疗，导
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化妆品
时，一定要到正规商场、化妆品专柜、
连锁超市等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不
要过于看重化妆品的短期功效，虽然
在几天内得到迅速“改善”，但很可能
导致严重的皮肤病；警惕产品夸张的
宣传用语，比如对于承诺“快速见效”
的产品；注意识别产品包装上的生产
日期、生产厂家和地址、生产卫生许
可证编码。 ■肖思思

据新华社 记者从哈医大二院了
解到，临床统计显示，近年来因糖尿
病眼病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增长迅
速，患者年龄集中在45岁到60岁之
间，其中还有不少中青年患者。

18 岁的小王是名高中生，繁重
的课业负担之下，小王觉得自己的视
力下降很快，但为了不占用学习时
间，他并没有及时到医院就诊。一个
月前，小王发现眼前总是有个黑色的

“漂浮物”，看稍微远点的物体时，物
体还出现了变形，视物障碍已经严重
影响到小王的学习和生活，便到医院
眼科就诊。经医生检查后，确诊小王
为I型糖尿病，“糖网病”早期患者。

哈医大二院眼科副主任孙大卫
介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简称“糖
网病”）早期症状不明显，极易被糖尿
病患者所忽视，一旦症状突出，病情
已严重，往往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糖
网病”致盲率更是高出常人 25 倍。

近两年，他所接诊的糖尿病患者有年
轻化趋势。

数据显示，“糖网病”与糖尿病病
程关系密切，患糖尿病 5－10 年的
人，“糖网病”发病率为 20%－30%；
糖尿病病史超过 30 年的人，发病率
可在95%以上。

孙大卫介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糖尿
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如今年轻人
患“糖网病”的也越来越多。糖尿病
病程越长，视网膜病变发病率越高，
因此越是年轻的糖尿病患者，越要重
视预防视网膜病变，早期发现才能及
时阻止视网膜病变的发展。

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测血糖与
查眼底同等重要。一经确诊，就应定
期检查眼底，至少每年检查一次。尤
其是患糖尿病5年以上者，建议每半
年检查一次，一旦发现眼前有黑色漂
浮物，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张玥

据新华社 入住装修好的新房仅
仅8个月，重庆的一对兄弟日前竟然
双双被确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两兄
弟的主治医生刘嘉介绍，再生障碍性
贫血主要分为内外两种因素。内部
因素就是先天带有染色体畸变。外
因就是外部环境所致，包括病毒感
染、化学污染和放射性所致。医生对
兄弟俩身体各项指标进行检查后发
现，其染色体并未出现异常，确定是

外部原因导致了该疾病。
由于两兄弟的工作场所并无其

他诱发所患重型贫血的明显外因，医
生判断，装修污染或是导致疾病的主
要因素。

据了解，目前医学界一般的观点
是，人体中的癌症基因和抑癌基因间
的平衡失调、患者体内存在固有的基
因缺陷，是导致白血病、重度贫血等
血液疾病的内因。而外界的刺激，比
如放射性物质、有害化学物质的频繁

接触则是外部诱因。
刘嘉介绍，近几年临床接诊情况

来看，化学因素导致血液疾病的比例
在上升，装修使用含有有害物质的化
学材料“惹祸”的嫌疑最大。一些房
屋装修过度豪华，使用高档材料、复
合材料，也不利于人体健康。他建
议，房屋装修后，尽量不要立即入住，
多空一段时间，让空气流通时间长一
点。冬季装修的房子，更要放长一点
时间再入住。 ■牟旭

据新华社 长沙市民陈先生近日
偶尔有上腹部隐痛、恶心的现象，以
为是胃病，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疼
痛难忍后送医发现，陈先生的检查结
果为心肌梗死。专家提醒，心肌梗死
前期症状与“犯胃病”相似，容易被忽
略，应及时就医对症治疗。

据长沙市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
张育民介绍，提起冠心病，人们都只
有在心口痛的时候才到医院做检

查。殊不知，很多疾病都是隐匿性或
非典型性的。比如陈先生这种情况，
起病初期就是属于非典型性的，通过
休息或服用止痛药物缓解了，就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等真正疼痛的时
候，血供受到了明显的影响，疼痛放
射到上腹部，让患者误以为是胃痛，
结果差点酿成大祸。

张育民告诉记者，医院接诊过很
多非典型性的心肌梗死病人，他们很

多都表现为左上肢疼痛、咽部疼痛、
牙齿疼痛等等，因为不是心脏区域的
疼痛，很多病人来的时候病情都比较
重，有时候预后会比较差。

专家介绍，患者如在健康体检时
发现有胸闷情况应及时确诊，针对致
病因素进行治疗。目前，专科医生可
以通过病人描述的症状通过心电图、
冠状动脉CT、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
来判断是否为心肌梗死。 ■帅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