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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警方端掉两个制售假药窝点，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

号称治癌症的“御方回生巴布剂”、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兜售治癌假药

网站信息全假
“在济南地区存在一个高

氏家族制售假药团伙，生产号
称能够治疗多种癌症的‘御方
回生巴布剂’。”今年2月24日，
济南市公安局接到了从公安
部转来的线索，济南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支队长窦庆福随即
部署支队四大队成立专案组。

根据有关线索，专案组经
调查初步获知：高某林、高某涛
叔侄二人都是滨州市人，现居
住在济南。高某林是武汉御康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
代表，高某涛则是该公司业务
负责人。高某涛在互联网上开
通武汉御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和山东玉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等网页，制作大量虚假广
告信息，以经销商运作方式，大
肆兜售“御方回生巴布剂”，坑
害癌症病人，非法牟取暴利。

针对这一情况，专案组立
即分头核查有关假药的营销
地址。令民警气愤的是，他们
查了两天却一无所获，要么店
铺根本不存在，要么则是一处

很大的保健品市场，完全没有
涉案公司的踪影。互联网上所
列地址全都是假的，一时间，
查证工作陷入僵局。

假装购买药品

民警引蛇出洞
“蛇躲在窝里是不好打

的，只有引蛇出洞才能斩断蛇
头！”窦庆福决定采取主动出
击的方式，改变一时的被动局
面。2月27日，专案组民警以
癌症患者亲属的名义，按照互
联网页所载联系方式，与高某
涛进行了通话，要求购买两大
盒“御方回生巴布剂”。

此时，高某涛显得非常小
心，并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让
民警找济南经销商王主任，并
告知了王主任的手机号码。十
分钟后，民警拨通了该手机，
王主任与民警约定当天下午6
时许，在翡翠郡小区东大门外
见面并交易。

“考虑到交易之后肯定要
跟踪，我们准备三路民警，一组
驾驶轿车，二组驾乘摩托车，三
组徒步行走，在不同的交通条
件下保证不能跟丢嫌疑人。”

当晚6时许，一名身穿米黄
色羽绒服和黑色紧身裤、30岁
左右的青年女子，如约来到翡
翠郡小区东门外。该女子按照
每盒298元收取药款后，交付了
两盒“御方回生巴布剂”。

民警提出要开发票，该女
子言称没有发票，可以打收
据，于是，从随身所带小包中
的一摞银行账单上撕下一张，
在背面手书收据后，交给办案
民警。

兵分三路追踪

找到售假据点
随后，该女子步行离开向

南走去，行至长途汽车总站南
侧路口时，她还故意停留站
立，一边打手机一边环顾四
周，然后突然快速穿过马路，
跳上125路公交车。徒步跟踪
的民警也尾随上车，同时，一、
二组民警跟随在后。

途中，该女子换乘6路公
交车来到王官庄站点下车。她
先是逆向快速步行 100米左
右，然后突然反转过来，急行
约 300米后钻进路旁一辆别
克凯越车疾驰而去。

民警驾车跟踪这辆别克
轿车，进入其居住小区。结合
收据正面银行存单上写有王
某法的名字，专案组民警对所
跟踪别克轿车进行核查，双向

印证这名兜售假药的所谓经
销商正是王某法本人，前来交
易的女子是其妻子白某。

民警赶赴滨州

查封制假窝点
药品真假的鉴别认定是

打击假药犯罪的关键所在，为
此，民警远赴武汉市汉口高科
技开发区，在武汉市食药监局
的大力支持协作下，经过全面
查证，进一步确认武汉御康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是高
某涛等人掩人耳目为己所用
的空壳公司，其营销的“御方
回生巴布剂”是冒用正规生产

批号生产的假冒产品。
3月 5日凌晨，侦查民警

按照抓捕方案，先后抓获高某
涛、高某林叔侄二人及王某
法、白某夫妇二人。在高某涛
居住地查获假药 1300余盒，
缴获运输假药的车辆2部。随
即，通过突审，高某涛供述其
假药生产窝点在他老家一生
物化肥厂院内。

3月12日，专案组民警驱车
赶赴滨州，在滨州警方的大力
协助下，对假药生产加工窝点
进行了查封，总计查缴假药生
产机器8台，生产加工原材料一
大宗，成品、半成品假药3000余
盒，印制好的各种假药包装印
刷品近万张。

“癌之康”都是假药
一盒假药卖298元

实际药材成本仅5元
本报记者 杜洪雷

“两个假冒药品案件有
着诸多的相似点，而且具有
典型意义。”4月19日，窦庆
福支队长分析两个案例时
如此说道。

两个团伙都注册了正
规的公司，为其制售假药进
行掩饰。“2·24”案中，高氏
家族在武汉市注册成立了

“武汉御康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并获得药品生产
注册证号。高某涛冒用“御
方回生巴布剂”的正规生产
批号，将其生产的“远红外
磁疗贴”改名为“御方回生
巴布剂”。“3·23”案中嫌犯
张某祥先后开办了济南润
泽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
济南润泽堂抗癌研究所，并
以公司名义生产、销售其自
行研发的多种保健品。

“在实际生产中，都是
偷工减料，号称20多种名贵
中药，实际上只有四五种普
通中药。”办案民警说道。高
某涛将生产设备运回滨州
家中，纠集父母、表姐，合伙
大肆生产销售。生产过程
中，嫌犯加入一些使人感觉
到皮肤清凉并有些渗透作
用的洋金花、冰片等价格低

廉中草药，经过粉碎机打成
粉末后注水搅拌成糊状，平
铺到无纺布上敷盖一层塑
料薄膜进行压制、烘干，再
将大块膏药片切割成对等
小片，最后用塑封机塑封
后，装盒成为不同品名的外
贴治癌中成药。

据嫌犯交代，其生产成
本一小盒假药仅为20元左
右，其中15元是印刷和包装
成本，药材成本仅有5元，而
其转手却以每盒298元的高
价对外销售。

“两个团伙在互联网
上建立网站大肆宣传假药
疗效。”同时，他们通过互
联网发展其在全国各地的
代理商，并且通过物流发
送药品。其中“2·24”案中
销售代理共 46 家，分别在
全国 18个省的 38个地市，
而“3·23”案的销售网络也
已经达到 40 多个地市，而
且其总代理沈某芹更是在
一张全国地图上进行了详
细的标注。

“假药不仅不治病，而
且会贻误患者的病情治疗，
同时也让患者承受巨大的
经济损失。”窦庆福说道。

深挖线索，端掉另一假药窝点
“在侦破‘2·24’案件中，我

们剥离出一条重要线索，发现
了另外一种在市场销售的治
癌药‘癌之康’也有假药嫌疑。”
随即，另外一个专案组民警开
始着力侦破“3·23”假药案。

经查，涉案人员张某祥先
后自主研发阿魏化痞膏等六
种膏药和一种癌病搽剂。2010
年10月，张某祥与其销售总代
理商沈某芹合谋将此搽剂改
成贴剂，用“癌之康”商标重新

包装并继续使用已经过期的
批号，在外租用场地及在其家
中进行生产，经由沈某芹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销售。

其主要下线冯某英既协
助沈某芹销售“癌之康”贴膏，
又是“2·24”案件“巴布剂”假药
的经销商。3月15日，扮作患者
家属的专案民警，购买了两盒

“癌之康”外贴膏药，经食药部
门检验鉴定系假药。据此，专案
组民警经过多点不间断地跟

踪、守候，循线查访，很快查明
张某祥等6名涉案人员的居住
地、生产点、活动轨迹、社会关
系以及销售网点等基本情况。

3月26日凌晨5时，专案组
民警会同市食药局药品稽查
人员，组成五个行动小组开展
跟踪守候工作。上午11时，各
小组同时实施抓捕，一举将张
某祥等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
获，查获假药“癌之康”成品、半
成品3600余盒，价值100余万

元，查扣数码真空包装机、高速
多功能粉碎机、塑料封接机、打
码机等各类系列生产设备11
台，生产原料一大宗；在犯罪嫌
疑人住所和办公地点内查获
涉嫌销售假药单据、物流单据
一宗；查扣运药车辆3部。

至此，两个制售假冒药品
的团伙被打掉，其中“2·24”案
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3·
23”涉案更是达到2000余万
元，社会危害更是难以估量。

自称含20余种名贵中药、能治多种癌症的神奇药

贴，实际上只有四五种普通中药；市场售价298元的药

贴，药材成本只有5元。近日，济南警方侦破“2·24”、“3·

23”两起特大制售假药案件，打掉两个制售假药的团

伙，揭穿了号称治愈多种癌症的“御方回生巴布剂”和

“癌之康”两种假药的真面目。

▲民警查获的各种假药。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脏兮兮的塑料瓶子里
就是制作膏药的各种原料。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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