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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小报”追着患者发不停
多数扯大旗声称治绝症有特效
本报记者 高扩

本报接读者反映，“一些大医院周边
活跃着一些散发药品宣传广告的人，这
些像报纸一样的药品广告都是夸大其
词，最终目的是引导患者去买药。”记者
调查发现,这些药品“小报”针对的主要
是外地来济就医尤其是患上绝症的病
人及其家属 ,利用的则是他们有病乱投
医的心理。

600万剂甲流疫苗

15日前全接种完
重点接种人群范围扩大

□记者 郭静

本报济南1月5日讯 今
天，记者从省卫生厅获悉，甲
流疫苗接种重点人群在前期
推荐的重点人群的基础上，将
有所扩大。国家分配的600万
剂疫苗已提前于5日全部到
位，目前已分发至各市，要求
各市务必于1月15日前完成全
部疫苗接种工作。

根据卫生部要求，为应对
甲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甲流
疫苗接种人群有所扩大，中等
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学生、兽
医、家禽家畜及野生动物养殖
人员、集中用工单位的农民工
以及孕产妇等人群纳入重点
接种人群范围。

经多方协调，国家分配给
山东省的600万剂甲流疫苗原
计划分三期至2010年3月底完
成供货，现提前至2010年1月5
日全部到货。卫生厅要求各市
务必于2010年1月15日前完成
全部甲流疫苗接种工作，市级
以下将不再留有储备用疫苗，
其使用比例要达到100%。

73名省级优秀

学生人选公示
此类学生高考加20分投档

□记者 王振国

本报济南1月5日讯 5日，
省教育厅对外公布我省2010年
普通高中应届毕业年级省级优
秀学生人选名单，并对这73名
学生进行公示。按照相关规定，
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的应届
高中毕业生，在其高考统考成
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
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公示期截至11日，公示期
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人
选名单有异议者，可向山东省
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电话：
0531—81916520）提出。提出
异议须申明理由和事实依据。
过期或不按要求提出的异议，
不予受理。

体验“小报”泛滥

医院走一趟收了十多份

4日清早，记者来到齐鲁
医院南门，尽管气温很低，仍
有不少人在此散发“小报”。
他们大多抱着一沓报纸，散
发给经过的每一个人，记者
走过南门，手里就多出了5份
报纸。

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
者，“门诊楼里也有很多。”果
然，在门诊楼二楼，这里的病
人络绎不绝，人群中间不时
有人追着患者散发“小报”。
不长时间，记者手中的报纸
又多了六张。

记者仔细“阅读”手中的
这些所谓报纸，发现它们的
名头都很大。一份报纸名为

“中国医药”，头条就是“中国
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
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
突破抗肿瘤核心技术，国家
级一类抗癌新药研制成功”；
一份名为“现代中医报”的声
称是中华健康教育康复协会
主办；一份名为“生物科技
报”的自称是中国药科大学
主办，单位为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这些小报大多针
对“抗癌特效药”进行宣
传，有的宣传“抗癌药品又
有新突破”，有的称要“突
破晚期肿瘤患者的生死转
折点”，更有说要做“肿瘤细
胞终结者”。

4日上午，小郭路过齐
鲁医院南门，手里被塞进了
一张名为“中国医药”的报
纸，他扫了一眼，发现报纸
上称一种名为“安体舒”的
抗癌药能够杀灭癌细胞，就
多问了一句。小郭在济南一
家酒水销售公司做业务员，
他临沂老家的姑父得了胃
癌，要他到济南的大医院找
医生咨询一下。
“去医院对面的肿瘤专

家咨询部咨询，那里有专
家。”发报纸的小伙子对他
说。小郭在齐鲁医院对面的
杏林招待所内找到了这家
“肿瘤专家咨询部”。门口挂
着的牌子同样来头很大，
“全国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
专家组”和“肿瘤专家咨询
部”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很

是抢眼。
“进入咨询部，屋里空

无一人，只有四五张桌子和
一台电脑。”小郭喊了一声，
“有人吗？”“这时从隔壁房
间内出来了四五名身穿白
大褂的女子，忙乱地坐下像
是在办公的样子。”一名中
年女子让小郭坐下详细问
了小郭的来意。在这位工
作人员的示意下，小郭填
写了一张“登记表”，这位
工作人员称上海第二军医
大学临床学院肿瘤中心的
杜教授当天坐诊。小郭随
即进入了走道尽头的一间
房子。“杜教授听说我姑父
要放弃治疗，就要我打电话
劝说他要积极治疗，并推荐
靶向治疗能够杀死癌细胞，
要我带他到济南来现场咨

调查咨询的专家

所谓教授纯属子虚乌有

这些小报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许多康复病例现身说
法，很多病例还在报纸上留
下了电话。记者以患者身份
选取了几名病例进行了电话
“交流”。

“现代中医报”上登载
了一名叫杨小梅的4 7岁女
士，患有直肠癌。接电话的
不是杨小梅本人，她自称

是杨小梅未过门的媳妇，
所 说 的 和 报 纸 上 的 差 不
多，最终归结到名叫“华蟾
酥”的药品上。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所谓
的康复者都不是本人接听电
话，与记者“交流”的都是他们
的女儿、儿媳或是其他亲戚。
并且一听是记者要与其见面
谈，就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致电“康复病例”

接听的全都是“亲戚”

活跃在医院周边的
小报很是猖獗，可以说是
屡禁不止。济南某三甲医
院肿瘤中心的一名主任
医师提醒广大患者，千万
不要轻信这种小报广告。

这位专家透露，他经
常接触到一些病人，因为
家里经济贫困或是失去
了治疗的信心，会被乘虚
而入的小报广告蒙骗。
“这些广告大多打着

知名机构或是有奇特疗
效的旗号，允诺可以在短
时间内奇迹般地扭转病
情，而事实并非如此。患
者们还是要到正规医院
就诊，不要轻信广告商介
绍的特效药物。”这位专
家说。

小报药品广告散发
者的目的无非就是引诱
患者拨打他们的咨询电
话，然后设计层层陷阱引
诱患者掏钱买药。患者们
千万不要有病乱投医。

询。”
杜教授的办公桌上有

一个药品目录，其中所列
的 都 是 治 疗 癌 症 的 特 效
药，一听小郭要咨询的是
胃癌，杜教授就忙说，“安
体舒就是治胃癌的，是靶
向 治 疗 ，直 接 杀 死 癌 细
胞。”小郭问了这种药的价
格，说是“一盒1 9 6 0元，一
个疗程四盒不到8000元”。

这种叫做安体舒的药
真的有此种疗效吗？记者
咨询一位肿瘤治疗方面的
医生，他说，“这种药物在
医院里根本不可能有，病
人因为家庭困难或者失去
治疗的信心，才会盲目相

信夸大的宣传。”
而2009年9月，媒体就揭

露“安体舒”盗用院士名义做
虚假宣传。记者在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询得知，
安体舒胶囊于2003年4月23
日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用于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
治疗。而接待小郭的杜教授
却称安体舒正是治疗胃癌的
药物。

记者还向位于上海的第
二军医大学核实杜教授的身
份，工作人员称，学校并没有
临床学院，记者在第二军医
大学网站上的专家搜索栏目
中搜索关键词“杜某”，没有
结果。

专家提醒

“小报”广告

切莫轻信

医院内外，药品小报泛滥。一位男士（右一）接到这种小报很是无奈。记者 高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