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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APP买药如
今已成为新趋势。不过，记
者调查发现，在没有提供医
生开具的处方时，用户也可
以在部分APP买到处方药；
部分APP对处方药搞“满减
促销”，鼓励消费者多买；买
药APP的“在线医师”和“病
友”随意提供用药指导……
在享受方便快捷的同时，通
过APP买药也存在诸多问
题亟待整治和规范。

●网上买药成新趋势

记者尝试在手机应用商
店搜索关键词“买药”，可找
到数十个在线买药APP，下
载安装后，使用手机号或微
信等方式即可注册登录。记
者比对发现，该类APP首页
多推荐板蓝根颗粒、健胃消
食片、藿香正气水、膏药等非
处方药，此外，也有部分
APP在首页显示蜂蜜、鱼肝
油、维生素等保健品。

选购药品、填写地址、付
款，记者在某APP尝试购买
一款售价为24.5元的18袋
装板蓝根颗粒，体验下来，购
物感受和日常网购普通商品
没有太大区别。

除买药APP外，京东、
天猫等电商平台也都设置有
医药类频道，可直接搜索相
关药品进行购买，部分药品
承诺可在一到两小时送药上
门。

●网上卖药乱象多

但在带来方便的同时，
买药APP也存在诸多不规
范销售行为：

——无处方可买处方
药。登录一款名为“1药网”
的买药APP，记者搜索一款

治疗结肠溃疡、结肠炎的药
品“安洁莎美沙拉秦肠溶
片”，尽管购买页面标注有

“本品为处方药，购买需凭医
生处方”的提醒，但记者在填
写地址等信息后即顺利完成
付款。咨询药师后，对方也
并未提出审核处方，只表示

“正常明天发货”。在记者付
款 9 分钟后，该 APP 即显
示，订单已通过系统审核。
2天后，记者收到了该平台
邮寄的药品。

——“医师”“病友”乱看
病。在“1药网”，该APP称

“数万名医生和药师为您免

费解答”。在一款药品问答
区，记者看到，平台仅凭用户

“检查溃疡消失不见，仅有结
肠炎”等粗略描述就给出建
议“您这种情况，建议继续用
药”。在一款治疗高血压药
品的问答区，仅凭用户“高压
比较高，低压稍微高一点”的
表述，该平台即给出“每天晨
起口服一片，可以有效控制
24小时血压”等用药建议。

在一款名为“康爱多掌
上药店”的APP，购买相关
处方药达到一定数量还可以
获得消毒液、枸杞等赠品。
（据新华社上海8月7日电）

处方药随便买，“隔网神医”满天飞

网上药店该严管了

嘎宗卓玛（右）在卫生室给
乡亲检查身体。

1979年出生的嘎宗卓玛在
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乌
江村当村医已有 20 年，每年给

乡亲们看病超过600人次，无论
白天黑夜、路途远近，她总是尽
自己最大努力救治病人，守护着
全村人的健康。

新华社发

多玛乡的健康守护天使

药品不是普通生活用
品，直接关乎百姓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药品尤其是处
方药的研发、生产、销售、使
用等各个环节应受到严格
监管。根据《处方药与非处
方 药 分 类 管 理 办 法（试
行）》，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
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
可调配、购买和使用。

《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
准》也规定，药品广告应当
宣传和引导合理用药，不得
直接或者间接怂恿任意、过
量地购买和使用药品。标
准还明确规定，药品广告不
得含有免费治疗、免费赠
送、有奖销售、以药品作为
礼品或者奖品等内容。业
内人士表示，对处方药进行

“满减促销”会诱导患者多
买药，患者存在过量用药或
滥用药物的风险。

针对买药 APP 存在的

种种乱象，今年 4 月，药品
管理法修订草案提交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进行二次审议，草案提
出，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应当备案，履行资
质审查、制止和报告违法行
为、停止提供网络销售平台
服务等义务，并明确不得通
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
台直接销售处方药。

“处方药凭处方销售”
是一条不容踩踏的红线。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
究院副院长赵鹏表示，“出
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监
管能力还没有完全跟上互
联网环境下的监管需求，监
管系统应尽快调整适应。
另一方面，在加大线上检查
频次的同时，也应加大处罚
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
震慑。”

（新华）

线上卖药应严格监管

本报讯（记者刘联 通讯员
魏敬羽）我市一名74岁的市民
李大爷臀部长粉瘤，老人家盲目
听信“偏方治大病”，找“土郎中”
开了个外敷的“土药方”进行治
疗。仅仅2个月时间，李大爷乒
乓球大小的肿块疯长成皮球般
大，甚至出现肿块溃烂的情况，
疼痛难耐的李大爷只能赶往医
院求助。经珠海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普外科手术治疗，李大爷臀
部的“肉球”已被顺利取出。医
生提醒市民，若身体不适，不要
盲目迷信偏方。

“患者刚来医院时臀部皮肤
已糜烂不堪，‘土药方’将他的皮
肤灼伤得十分厉害。”接诊的珠
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普外科林
武医生告诉记者。据记者了解，
8年前，李大爷的臀部长了颗皮
脂腺囊肿，也是俗称的“粉瘤”。
当时肿块大小如一粒“豆”大，他
没有在意，肿块长大后他却选择
坚持敷“秘方”草药。不知名的
药方给了囊肿充分的“养分”，肿
块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长越快
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让他食难
安、坐难正、夜难寐的地步。

“患者的大肿瘤肯定是要尽
快切除的，但患者已经74岁高

龄，手术对他和对医生来说都是
一个挑战。”经过问诊，林武得知
李大爷还患有高血压3级、房
颤、冠心病等疾病，手术过程容
易出现心脑血管等意外风险，在
原本的手术难度上又升了级。
该院普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
科多科会诊，为李大爷施行“左
臀部肿物切除术和皮瓣成形
术”，完整地将直径为10cm的
囊肿切除剥出，手术顺利完成。

“皮脂腺囊肿主要是因毛囊
被堵塞引起的，多发于油脂分泌
旺盛的部位，例如面部、颈部、腹
股沟区、臀部等。皮脂腺囊肿一
般不会自行消失，一旦形成了小
结节，想要彻底治愈只能完整切
除。开始一般只有拇指头大小，
只需小范围局麻手术即可。倘
若耽误了治疗，便会慢慢长成小
团块，甚至变成巨型囊肿。这时
再进行手术，风险就大了许多。”
林武医生表示，像李大爷这样病
急乱投医的并不是个例。

林武建议，广大市民若身体
不适，不要盲目迷信偏方、土方，
应尽早到正规医院就诊，在专业
的医生指导下用药，别让这些

“不妨一试”的民间偏方，把小病
“治”成大病、重病。

偏方治疗粉瘤险丧命
专家建议：若身体不适尽早到正规医院就诊

本报讯（记者刘联 实习
生邹湛辰）检查出肺结节，究
竟是良性还是恶性，马上手术
还是随访观察？这些都是患
者非常纠结的问题。一般情
况下，患者都会找胸外科、呼
吸内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
个科室的专家问诊咨询。珠
海中大五院近日全市首开肺
结节多学科（MDT）门诊：患
者只需挂肺结节门诊的号就
诊，便可以享受多学科诊疗。

记者在中大五院肺结节
门诊看到，该门诊团队由影

像医学部、胸心外科、肿瘤中
心、呼吸内科和病理科等多
个科室的专家组成，真正实
现了“一人就诊，一群专家一
站式服务”的就诊模式。

该院副院长李中和表
示，肺结节多学科联合门诊
的设置，打破了原有的“科
室”概念，按照疾病的特点提
供服务，其目的在于免去患
者在多个科室间来回奔波、
反复排队候诊而耗费的大量
精力和财力，依托多学科综
合会诊意见做出精准的判

断，为患者制定规范且个性
化的诊疗方案。

患者夏老先生说，他在
患有鼻窦炎的同时感到胃部
不适，消化不良，从前就只能
办理转治，但现在设立了联
合门诊，不同的病情可以一
起得到诊治。“所有的病一起
看，只用开一次药，很方便。”

门诊办公室主任魏斌表
示，每周一和周三的下午医
院肺结节联合门诊都将开
放，患者可以通过人工或微
信预约的方式挂号。

挂一个号可享多位专家诊疗
珠海中大五院全市首开肺结节多学科（MDT）门诊

经珠海
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普外
科 手 术 治
疗，李大爷
臀部的“肉
球”已被顺
利取出。
本报记者
赵 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