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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每盒2万的抗癌药竟是假冒
济南破获特大互联网销售假药案，案值1400余万元，查出254条售假线索
文/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万元假药

成本仅几十元

10日上午，济南市公安
局篮球场上摆放着多张桌
子，桌子上面摆放着警方缴
获的各种假冒药品。其中价
格最高的是“注射用曲妥珠
单抗”，单价是24500元钱。
据民警介绍，售假分子一般
会以市场价的7折左右对外
销售，即便如此也能够赚取
暴利，因为假药的成本只有
几十元钱。“他们绝对不会
把价格压低的，首先这是潜
规则，否则别的卖家会攻击
他们，再者价格低了，买家
也会怀疑。”

从查缴的假药品种看，
98%为处方药品，特别是大
量密封包装完好、带有医药
标识的针剂药瓶以及一次
性注射器。涉案人员可以自
行注入假冒液体即可销售
获利，作假性质极其恶劣。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格相关新闻

处方药禁止

网络销售

“这起互联网销售假药
案自身有很多特点，也值得
我们反思。”吴德清副局长
在新闻发布会上感慨道。

在“11·30”案件中，售假
分子本身没有实体药店，因
此能够轻易地逃避监管部门
的监管。为了能够销售药品，
这些团伙就在药品买卖网站
上大肆地发布卖药信息。

“物流公司的监管不严
也同样为假药的销售提供
了便利的途径。”据介绍，这
些售假分子完全通过物流
公司来完成假药的买卖，他
们在托运单上留下的都是
假名和随时更换的手机号
码，致使整个作案过程中，
其涉案人员与上线、下线之
间彼此并不认识。

据济南市药监部门的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网站销
售药品是要经过国家药监
局许可的，全国也只有20多
家网站有该资质，所以消费
者从网上购买药品时要注
意甄别，而且处方药一律不
允许网络销售。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去年11月16日，河北省鹿泉市大
河镇村民陶某带着部分药品来到制药
企业德国拜耳公司设在北京的生产厂
家，进行实物举证。据陶某称，他在“中
国医药供求网”上购买的通心络胶囊、
拜糖平等药品均系假药，要求索赔。厂
家经过检验，认定陶某提供的假药并
非拜耳公司生产。

英国阿斯利康、美国辉瑞等跨
国医药公司在华厂家，也相继接到
江苏省启东市神益堂药店顾某等受
害人的投诉。随后，上述跨国医药公
司在华厂家联名呈文公安部，要求
保护其合法权益。

经初步查证，上述受害人购买药

品的网络上线均在山东济南。公安部
通过山东省公安厅，将此案交由济南
警方侦办。2010年11月30日，济南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派员询问受害人陶某、
顾某，了解掌握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

原来，受害人陶某为给妻子治
病，根据“中国医药供求网”发布的
信息，通过QQ与货主联系，并用手
机与一陈姓女子通话后，先后3次向
开户名为“杨福利”的农行账号汇款
共3 . 4万元用于购药。陶某收到药品
后，发现全部是假药。2010年10月，
受害人顾某通过互联网从济南王某
等人手中，先后4次购买倍他乐克、
吗丁啉等药品，结果发现都是假药。

事发>> 网上买来假品牌药

根据资金走向，专案组初步确认
涉案人员主要在济南工商银行明湖
支行、天桥支行和农业银行张庄路支
行等十余家营业网点的自动柜员机
提款，但由于时间关系，有关提款录
像没有留存。民警查证发现，受害人
顾某提供的涉案人员的网上姓名均
系假名，有关信息均已销声匿迹。

2011年1月24日，民警发现了
犯罪嫌疑人在济南槐荫区匡山小区
内的活动踪迹，并查明该小区2号楼
内有一家东北籍外来住户，女户主
平常总在楼下储藏室门外，打包搬
运成箱药品并开车运走。

经过深入调查，女住户名叫肖
某燕，户籍所在地为哈尔滨市呼兰
区孟家乡，2008年初来济谋生，现住
址是她为父母租赁的一个临时住
房，真实住址在槐荫区泉城花园12
号楼某单元房。在此基础上，侦查员
进一步筛选、剥离并发现这是一个
家族式网络销售假药犯罪团伙。

一天，一个嫌犯开车前往物流
公司去给买家寄送药品。待其离开
物流公司后，紧跟着的民警快速进

入，将嫌犯寄送的药品进行检查，并
提取了配货单。

民警对照涉案人员发货时使用
的假名、手机号码和收货人姓名等
线索，依靠手工方式严格筛选，历时
20余天从济南佳怡、佳吉等9家物流
公司提供的500多万张原始单据中，
找到了257张涉案单据，锁定肖某燕
等人实施网络售假的犯罪证据。

今年3月下旬，民警在泉城花园
蹲点守候时，发现肖某燕有一个女
朋友，名叫刘某伟，和她住
同一楼内。经进一步跟
踪，民警惊讶地发现
肖某燕前往刘某伟
所在公司仓库提走
十多箱药品，并且全
都 是 假 冒 药 品 。据
此，专案组组织精干
力量秘密查证，很快
确认刘某伟和丈夫刘某禄是另外
一个利用互联网销售假药的犯罪团
伙。两人拥有多处藏匿假药仓库和
独立的销售网络，其售假规模、数量
远远大于肖某燕一伙。

追查>> 家族式犯罪团伙伙浮浮出出水水面面

今年4月下旬，专案组基本掌握
了肖某燕等家族人员和刘某伟、刘
某禄夫妻二人分别结伙销售假药的
交易方式、活动规律、存放假药窝点
等有关情况。4月26日，民警兵分四
路，分别赶赴涉案人员的住所和仓
库守候监控，先后在省煤炭局某仓
库院内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肖某

燕、陈某伟二人，查缴假药12箱。
同时，民警在泉城花园12号楼一

居民房抓获犯罪嫌疑人肖某利、肖某
玲和孟某祯。民警在同楼一房间抓获
犯罪嫌疑人刘某伟，查获假药6箱。紧
接着，民警又在刘某伟存放假药的美
丽新居、富雅园等窝点查获假药7 3
箱。同时，还查缴奥迪、福特、丰田等

轿车5辆。
专案组通过突击审讯，查

证确认涉案人员分为三个销售
假药犯罪团伙。其中，刘某伟、
刘某禄夫妻二人，于 2008年初
至 2011年 4月之间，在“中国医
药供求网”、“宸源医药信息交
流中心”等网页上，以济南恒丰

伟业医药有限公司名义刊登虚假
药品广告。他俩还以销售回收真药
为掩护，通过物流公司售假，涉嫌
销售假药金额高达1100余万元。

警方共查出涉及26个省份(包
括山东)254条网络销售假药犯罪线
索。目前，专案组正在全力追查制造
假冒药品的源头厂家。

收网>> 一举擒下三个售假团伙

在互联网上发布大量假药信息，发展下线或者直接销售假冒药
品，其中包括每盒2万多元的抗癌药，涉案价值高达1400余万元。10
日，济南警方通报称，一起特大互联网销售假药案近日告破，抓获犯
罪嫌疑人13名，查缴各类假药300余万粒(片)。警方共查出涉及26个省
份(包括山东)254条网络销售假药犯罪线索。

警方查出涉及26个省份254条售假线索。 制图：小牛

新疆1条

重庆1条
四川1条

广西1条

陕西9条

贵州2条

湖北6条

云南2条

海南1条

广东10条

湖南2条

浙江7条

江苏6条

江西2条

河南18条

河北24条

天津4条

北京27条

山东72条

辽宁10条

吉林3条

黑龙江15条

山西5条

内蒙古8条

宁夏2条

安徽15条

民警展示所查获的单价最高的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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