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夺夺命命诊诊所所没没证证，，““医医生生””没没资资质质
逃跑负责人仍未找到，男子输液死亡原因尚待查明

本报济南9月2日讯（记者
张亚楠） 2日本报“夺命黑

诊所”报道发出后，引起监管部
门重视。济南市天桥区卫生局
证实，涉事诊所未获许可，逃跑
负责人也没有行医资质。截至
记者发稿时，该诊所负责人仍
未找到。

8月30日，济南市天桥区狮
子张社区42岁的高先生在一无
名诊所打吊瓶时突然身亡，诊
所医生非但没有拨打120求救，
反而锁门逃跑。2日，济南市天
桥区卫生局负责人说，涉事诊
所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也就是“黑诊所”；逃跑
的诊所负责人也没有取得《医
师资格证书》，属于非法行医。

有周围居民称，该诊所几
年前曾因非法行医被关停。也
有居民质疑，没有相关许可，为
何未被查处？对此，济南市天桥
区卫生局表示，2012年至今，天
桥区卫生局没有接到涉事诊所
相关举报，2012年之前有无举
报有待确定。

对于高先生的死因，多名
医务工作者表示，这需要尸检
和输液药物鉴定。不过，一般来
说，输液时死亡有可能是出现
了药物过敏反应、输液反应等。
药物质量问题可能会引发药物
过敏反应和输液反应。医生技
术水平不够，不能及时发现异
常情况、及时抢救，医疗机构缺
乏抢救药物、仪器等硬件都有
可能让药物过敏、输液反应等
产生致命后果。

涉事诊所为何不能申请执
业许可，成为正规诊所？记者从
天桥区卫生局了解到，成立诊
所需要多项条件。比如，诊所的
医生要通过专业技术考试，获
得医师资格，并从事5年以上临
床工作。另外诊所需要至少配
备一名符合上述条件的医师和
一名护士，医师需要本地常住
户口。而据悉，涉事诊所负责人
是泰安东平人。

房屋建筑面积不少于40平
方米，涉事诊所不到十平方米
肯定不符合要求。此外还要求，
至少设有诊室、处置室、治疗
室，设置紫外线灯、高压灭菌设
备等多项基本设备。

事发地正规诊所是否难找？

方方圆圆一一里里七七八八家家正正规规诊诊所所
事发地附近是否存在

正规诊所难找的情况呢？天
桥区卫生局负责人说，出事
诊所周边半径0 . 5公里的范
围内，有七八家经过备案的
正规诊所。

采访中，周围多名居民

也表示，新黄路附近，绿底
白字、招牌上写着“卫生局
监制”字样的诊所有不少
家。“顺着新黄路往西走一
拐，前前后后一连三家都是
正规诊所。”附近一位五金
店的工作人员说。

死者妻子周女士说，丈
夫之所以去小诊所，可能也是
为了省点钱。她未曾去过涉事
小诊所，但“小诊所肯定便宜，
比方说，感冒了，去小诊所三
四十块就解决了，去正规大诊
所就得多花好几十块钱”。

记者称肚子疼

诊所开“筋骨疏通”

外来务工人员：

小病难用新农合

多去便宜小诊所

输液死亡的高先生是进城务
工人员，他的妻子称，当时之所以
选择去小诊所，可能也是图便宜。
近几年，新农合逐渐普及，那么进
城务工的农民生病了，能不能在
城里使用新农合报销呢？

记者在省城全福立交桥、七里
堡等地采访了多位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均没有城镇医疗保险，在老家
入了新农合，平时的小病就去诊
所，遇到大病会去新农合指定医
院。“即使需要住院，看病也没那么
容易。老家济宁、现在济南干装修
的时师傅说，去大医院治病，经常
会遇到病床紧张的情况。“毕竟能
用新农合的医院就那么几家，大家
都往那里挤。现在是能治的病报不
了，能报的病挤不上”。

“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一般
都会自己去诊所看看，但新农合
报不了这些小病。”老家泰安、现
在济南七里堡农贸市场卖菜的刘
女士说。

这也得到了历下区某医院新
农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实。“只
有住院才能用新农合，如果是平
常的小病，不能用新农合医疗保
险。”这名工作人员说。

也有一些没有加入任何医保
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更易选择
小诊所。“出来这么多年了，也没
回去过，没参加啥新农合。”王大
爷告诉记者，他来济南打工5年
了，看病都是自己花钱去便宜的
诊所。“只要便宜、能治病就行，有
没有证我不管。”

本报见习记者 时培磊 郑帅

记者调查发现，不光是“黑诊
所”存在乱象，个别有证的小诊所
也不那么正规。2日，记者来到济
南市后龙村一家诊所暗访，该诊
所有观察室、注射室、诊疗室三个
房间，有六七个输液座位和一张
病床。墙上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随后，记者以早晨经常肚子疼
为由，向诊所里的一名医护人员问
诊。“你这个病和慢性肠炎差不多，
但是有区别，你这属于五更泻。”当
被问到该吃什么药时，这名医护人
员称，需要使用一种名为“筋骨疏
通”的药水，再外贴膏药。

随后，这名医护人员拿起了
桌子上风油精瓶大小的一瓶药
水，向记者推销起来，但是并不愿
意透露价格。“你可以先试试，不
收你钱。你觉着管用，再来买，到
时候再告诉你价格。”该医护人员
说道。

瓶子上字体特别小，没有说
明书，成分主要有乙醚等，没有标
明主治病症等关键信息。“没有主
治就是什么都能治，你经常头疼，
也可以试试，说不定用的时间长
了就管用了。”这名医护人员的回
答着实让记者吃了一惊。

“你把手伸出来，我给你倒上
一点，你抹在肚脐眼上，用手捂
着，你自己试试什么反应。”记者
按照指示，尝试了两次，感到小腹
上一股灼热。

诊所里，医护人员的对面坐
着一位南方口音的男子，桌子上
放着一张广东某家企业的宣传材
料。医护人员给记者推荐的那瓶
药水正是该企业旗下的产品。医
护人员推销过程中，该男子表示
自己的妻子也经常使用这款药
品，效果非常好。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李阳

一一个个区区一一年年查查227700起起非非法法行行医医
“黑诊所”多潜伏城乡接合部，打一枪换一地

“我们卫生监督部门一
直把非法行医行为作为打击
重点，特别是去年开展打击
非法行医集中执法行动以
来，打击力度加强。”济南市
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说。

打开济南市卫生监督所
的官方网站，可以找到很多
打击非法行医的信息，特别
是各区卫生监督所查处黑诊
所的信息。网站中最近的一
次信息来自市中区卫生监督
所。8月27日，市中区卫生监
督所召集全体卫生监督员对
辖区内的“黑诊所”进行突击
检查。其间，监督检查非法行
医场所6处，立案2起，取缔2
户，没收药品1编织袋，药械5
件。据济南市天桥区卫生局
介绍，2012年至2014年共监
督检查1720余户次，立案处
罚270起。

“根据多年打击的经验，
黑诊所多数位于‘城中村’、
开发区以及城乡接合部等流
动人口聚集地，游医则是多
在农贸市场、集市或者大型

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
卫生监督人士介绍，这些黑
诊所利用了流动人口认为小
诊所看病便宜的心理，进行
非法行医行为。多散布城郊
或者市区的居民楼以及简
易出租房，基本上不挂行医
的牌子，很难逐户摸清。

今年2月 2 4日至3月3
日，济南市历城区卫生监督
所对华山街道办事处8家无
证行医“顽固户”和已查处
存在严重问题的18家个体
医疗机构进行前期查封处

罚后的“回头看”行动。结
果，6家无证行医的关停，可
是依然有2家“顽固户”仍在
非法行医，4家被处罚的医
疗机构没有进行整改。

“非法行医人员流动性
大，往往这次打击了，消失
一段时间后又卷土重来，而
且是越来越隐蔽，经常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工
作人员称，查处过程中经常
会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这
些违法人员就是和执法人
员“打游击”。

“非法行医行为不仅仅是
罚款或者取缔，情节严重的是
要判刑的。”据济南市卫生监督
所工作人员称，根据最高院的
2008年的司法解释，非法行医
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
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属于

“情节严重”，此时违法者的行
为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

据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民警介绍，非法行医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非法行医致死

至少判十年

追问

延伸调查

便宜的黑诊所可靠吗？

进进药药不不看看资资质质，，质质量量难难以以保保证证
黑诊所真的就便宜吗？

对此，天桥区卫生局副局长
张博说，目前，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已覆盖济南，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基本药物目录
内的多种常用药品零差率销
售，进价多少，售价多少。诊
疗费也有统一标准，一次输

液4元钱。所以，对于感冒等
普通疾病，使用同样药品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并不
比在私人诊所贵。

多名基层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和医药公司工作人
员称，按照规定，医疗机构
购买药品、器械，需要查验

销售方的销售资质。但有些
黑诊所，为了赚取更多利
润，往往会购买没有相应资
质的销售商提供的药物，这
些药物的生产厂家可能没
有相应生产资质，药品质量
也难以保证。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延伸阅读

高先生输液死亡的诊所，条件非常简陋。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济南市卫生监督部门查处黑诊所。 资料片

暗访

本报记者 杜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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