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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通化茂祥制药有限
公司和乌兰浩特中蒙制药有限公

司不听规劝，连续多次在本市平面媒体上发布药品
氯氧喹胶囊(安体舒)和珍珠通络丸(蒙古红药)的违法
广告，涉嫌夸大药品功效，欺骗误导消费者，且屡禁
不止。鉴于此种情况，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
上述药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暂停其在烟台市辖区
内销售。为此，药监局提醒社会公众要加强防范，增

强抵制虚假广告识别意识。

违规在媒体上做广告

两种处方药被下令停售

“代表国际医学尖端科技的分子

靶向药安体舒是全身治，1 . 25小时药

效浓度达到峰值，全面抑杀实体肿瘤

及散布在血液、淋巴内的肿瘤细胞。

同时，该药只杀肿瘤细胞，不伤害正

常细胞，让病人告别了放、化疗所带

来的巨大不良反应，是不能或不愿手
术、放化疗的中晚期肿瘤患者的首
选……”自2010年4月起，烟台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多次监测到通化茂

祥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安体舒
在某媒体做了类似虚假广告。

“说得太神了，不可能这么厉害

的。”看罢广告宣传，药监局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表示。他介绍，根据安体舒
的药品说明书来看，它的适应症为乳

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而该广告

宣传则明显夸大了它的作用范围。另

外，这位负责人指出，癌症本身是一

种不治之症，目前国家还没有研制出

一种好的治疗方法，根本不可能一两

个月就治愈。

“不仅安体舒如此，我们监测的

乌兰浩特中蒙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珍珠通络丸(蒙古红药)也同样存在

在该媒体上连续多次做广告，含有不
科学的表示功效断言和保证。”该负

责人表示。

据知情人士透露，从去年以来，

这两种药品在媒体上做了不止10次

的虚假宣传报道。对此，药监局方面

曾约谈广告主撤销广告，但该厂家依

然我行我素，不加收敛。为了保护广

大市民的身心健康，药监部门才毅然

采取了强制措施，暂停这两种药品在

烟台地区的销售。

两种药在药店都已悄悄下架

药监和工商提醒买药不要轻信宣传

安体舒和珍珠通络丸在烟台被

暂停销售后，记者暗访了市内几家知

名药店，发现这两种药都悄悄地下架

了。当记者表示想买安体舒时，药店

一位工作人员很不屑地说，那药吹过

火了，药店都不让卖了，你还敢信广

告？

对于珍珠通络丸的下架，70多岁

的市民曲大爷显然有些后怕。他表

示，年初老伴中风落下了病，当初着

急，听信了宣传就想着买一盒珍珠通
络丸来试试，结果被儿子劝止。曲大

爷这才想起给药监部门打了个电话，

问报纸上说的珍珠通络丸有没有效？

后在药监部门的建议下，曲大爷到医

院经医生诊断后开具了另外一种治

疗中风的药。

对此，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两种药本身没有问题，都是国家批

准的。只是他们选择了不恰当的宣传

方法，擅自违规搞宣传，而且随意扩

大诊疗范围和疗效，容易误导消费

者，贻误病情不说，还有可能起不到

对症治疗的效果。

那么媒体上宣传的药品到底可
不可以相信？芝罘区工商部门的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他们已经

受理了23起虚假广告投诉，其中5起

是虚假药品广告，多以媒体发布和路

边的野广告为主。该工作人员指出，

虽然该局已经对虚假药品广告进行

了6次专项整治，但涉及到媒体这一
块，还未具体落实到对症处罚，只是
给予了提醒。市民看到报道，要多留

个心眼，不要盲目听信宣传，咨询权

威监管部门后再做选择。

格“流浪母亲拿起砖头拒绝救助”追踪

老婆带孩子沿街乞讨
丈夫心疼却无可奈何
文/片 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王毅

昨日，本报B10版以《流浪母亲
拿起砖头拒绝救助》为题，报道了流

浪母亲带领3个年幼孩子沿街乞讨

的事情。报道见报后，引起了更多社

会人士的关注，多个部门致电本报了

解情况，商讨救助方法。29日，本报记

者又来到三站市场，多方打听找到了

在市场打零工的孩子的父亲，了解一
家人详细的生活状况。

29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了流浪

母亲经常出没的地方。据介绍，孩子

的父亲就在三站一商场里打零工、收
纸壳，在街上也经常碰见他骑着三轮

车收纸壳的身影，“他个子不高，身体
单薄，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但是
记者在市场上转了多圈，并没有发现

孩子父亲的身影。

记者在市场内另一个收纸壳的大

妈那里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姓武，大家

都叫他“小武”，一说“小武”，附近商店

的老板都知道他。“小武很不容易，为

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天天起早贪
黑的给人家运货物、打杂工、收纸壳。”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终于在三站
市场内九开购物中心三楼九鼎家具

城内的一家家具店找到了小武。小武

正在该家具店内组装家具。

“组装一套家具能挣10元钱。”小

武说，他平时就在商场内打零工，组装

家具、搬运货物、收纸壳，什么都干。家

具店的老板林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大

家都知道小武的家庭比较困难，所以

有什么活都让小武来干，组装家具、运

鞋子拆开的纸盒也顺便送给了他。

收来的纸盒，小武扎好后放在一

辆破旧的三轮车上，等到晚上商店都

下班了，他才将纸盒卖给附近的废品

站。然后，找到老婆和孩子们，把他们抱

上三轮车，蹬车50分钟，到达幸福，他在

那里花了150元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

小武说，等他挣足够了钱，会把孩

子们和老婆送回临沂老家，让孩子们上

学，接受教育，他再回到烟台打工挣钱。

药监部门提醒：

科学鉴别药品是关键

那么对于我们身边比比皆是的药品广

告，怎么样才能不被忽悠，防止上当受骗？市

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一定要加强

自我防范，树立起正确的健康观念，增强抵

制虚假药品广告的识别意识。

该工作人员指出，市民树立有病就医的

观念很重要。尤其是中老年人觉得不舒服或

者有病症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让医生提供诊

治方案，逐步调理自身机理，达到治病强身

的目的。切不可盲目听信广告宣传或所谓健

康讲座、专家义诊推荐药品(多数是以保健食

品或普通食品冒充药品)，以免延误治疗的最

佳时机。

同时，市民也要增强自身的鉴别能力。

工作人员指出，一般来讲，患者到医院拿到

的药品，不管价格贵或便宜，都是经过正规

审批、正规厂家生产的药品，只要遵照说明

书使用得当，均能起到治疗作用而不会对身

体造成大的危害。

“只是不管广告做得如何天花乱坠，一

定要看它包装盒上的批准文号。”该工作人员

提醒市民，“主要看它是“国药准字╳╳╳”还

是“国食健字╳╳╳”或“卫食字╳╳╳，只有

前一种是属药品系列，药品就要严格遵照医

嘱，切不可听信宣传，毕竟是药三分毒。”

┬对话当事人

虽然生活很艰苦

这家人也有温馨时刻

小武是山东沂水人，今年35岁。由于年少

得病，吃药后过敏，得了癫痫病，经常因为工作

太累或者压力太大突然晕倒。今年在商场里干

活，小武多次晕倒，商场老板一般不会让小武

干太累的活。

因为患病，加上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小武

一直没有找到媳妇。直到28岁，经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比自己大3岁的现在的媳妇。后来他们

来到烟台，小武就在三站市场的商场内打工挣

钱。

看着自己老婆和孩子整天在外打工流浪、

乞讨，小武也很愧疚，“老婆有轻微的精神病，

很多时候我也管不了她。”小武无奈地说。“由

于经济条件也有限，老婆经常领着孩子上街乞

讨。”

小武每天都会从自己挣的钱里面拿出一

部分给孩子的老婆，她在街上会给孩子买些吃

的。

小武说他难忘的事情就是老婆在病情稳

定的时候，会给出工前的他做顿早餐，说到这

里小武苦笑了一下。在平常家庭很正常的事

情，小武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虽然这样的时

候很少，但是那种温暖是不会忘记的。由于他

平时出工早，怕她们娘仨挨饿，小武就做好饭。

在三站的商户告诉记者，每当下午收工的时

候，看到小武蹬着三轮车载着娘仨回家，就觉

得很温馨。

正在干活的小武。

多次刊登虚假广告且屡禁不止

两两药药品品被被药药监监局局强强制制下下架架
本报记者 闫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