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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看不清，莎普爱思滴
眼睛”“一年卖出2800万支，年销
售额高达7.5亿元”……针对医务
界部分医生对莎普爱思苄达赖氨
酸滴眼液的疗效提出质疑，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6日发出通知，要
求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督
促相关企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
试验。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尽
管监管部门早就对药品广告的发
布有明确的规定，但药品虚假宣传
屡禁不止，不少“神药”牛皮吹上
天，严重误导消费者，甚至造成一
些消费者病情延误。

一年狂卖7.5亿的洗
脑神药，请放过中国老人

12月 2日，一篇名为《一年狂
卖7.5亿的洗脑神药，请放过中国
老人》的文章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文章称莎普爱思滴眼液并没有预
防和延缓白内障的科学论据，其广
告涉嫌虚假宣传。

随后，又一款宣称能治疗风
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等病症的

“曹清华胶囊”被曝光。经过核实，
这款疗效神奇的胶囊实际上只是
保健品，广告中骨科专家身份屡遭
网友质疑。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夸大
其词、虚假宣传的医药广告屡禁不
止，消费者深受其害。据中国消费
者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
国受理“医药及医疗用品类”投诉
共 1954 件，其中涉及虚假宣传的
有485件，占24.82%。

根据广告法第四条规定，广告
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
法第十六条还规定，医疗、药品、医
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
全性的断言或保证；说明治愈率或
有效率；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
证明等内容。

但一些涉嫌虚假宣传的医药
广告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近期
天津市查处的违法药品广告“舒筋
定痛片”，宣称“滑膜炎、关节僵硬
疼痛只需服用三盒，肩周炎、腰椎
间盘突出只需服用五盒，类风湿、
股骨头坏死只需服用八盒”，严重
误导消费者。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宝

义表示，虚假的医药广告利用了人
们对死亡、疾病、衰老的恐惧来推
销产品，抓住了部分消费者医学常
识薄弱的软肋，通过描述出糟糕的
症状加剧消费者的焦虑，这种不安
全感导致部分消费者“病急乱投
医”。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表示，医药广
告虚假宣传，不仅骗人钱财，更有
可能会对患者造成副作用，严重者
会耽误诊疗、危及生命。

医药虚假广告坑人有
套路

尽管“神医神药”包装伎俩花
样迭出，但坑人套路实际上有迹可
循。

——“慢性病”药到病除，重复
洗脑大肆宣传。此类广告通过洗
脑式宣传，极力夸大药品疗效，宣
称能够治愈诸如高血压、高血糖、
腰颈疼痛等慢性病。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广告通常
会在电视、广播、互联网、报刊等平
台上大肆宣传，更有甚者利用黑广
播等非法渠道进行洗脑式狂轰滥
炸，天天播、日日放，又是祖传秘
方，又是包治百病，难免让“病急乱
投医”的消费者心动。

——“神医”现场传道，推销各
类“灵丹妙药”。此类广告利用演
员扮演专家向消费者推荐药品，言
语中含有对药品治疗功效的断言、
保证等内容。

今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
13个被查处的“医药广告表演者”
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不乏有神
医“刘洪滨”“高振宗”“李炽明”参
与的多个广告。

——宣传手法有猫腻，商家大
打擦边球。此类广告经常在突出
位置标注所治疾病的名称，容易让
消费者联想到该药品有治疗广告
中所提及疾病的疗效。

“治疗白内障、选好药，选莎普
爱思！”“得了白内障，就用莎普爱
思。等到失明就晚了！坚持滴是
关键！”……记者 7日晚间在某卫
视看到一段莎普爱思的宣传广告：

“白内障，莎普爱思滴眼睛”的广告
词重复出现且非常醒目，但“早期
老年性”的字样标注得非常小，如
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

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医药虚假
广告行业已经编织成一张巨大的
利益网，相关节目制作流程严密，
有专业的配音网站、演员经纪代
理、全套制作的广告公司。有人还
专门成立电视购物公司，专门帮药
厂购入“药品”并更名，再通过传播
公司到媒体做养生节目推广。一
旦有人来电话咨询，就有经过培训
的导购用事先排练好的话术大肆
兜售。

违法成本低，亟待强
化综合治理

与高昂的利润相比，较低的违
法成本让医药虚假广告屡禁不
止。尽管我国已出台广告法、互联
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医疗广告管
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等
多部涉及医药广告监管的法律、法
规，但处罚力度十分有限。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盛说：“部分医药广告宣传时会

有意避开广告法关于虚假广告的
界定，只能依照药品广告审查发布
标准进行处罚，即使这类企业有违
法所得，也只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
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根本起
不到震慑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景明
认为，根治医药虚假广告顽疾的良
方，在于依法依规加强监管，加大
监管执行力度，建议提高对从事虚
假医药生产、发布者的处罚标准，
增加其违法违规的成本，形成强大
的震慑力。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所长于光军认为，医药虚假广告
涉及广告发布者、代理机构、制作
经营机构等多个环节，与其对应的
有多个管理部门，应加强部门间的
执法联动，在加大对违规医药广告
涉事企业、人员惩处的同时，完善
黑名单制度，将整改不到位或拒不
整改的企业，列入违法广告失信者
名单，让黑名单企业一处违规、处
处受制。（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保健品治百病？“疗效”全靠广告“吹”
“坑蒙骗”洗脑神药惹众怒，医药虚假广告的“好日子”到头了

“白内障看不清，莎普爱思
滴眼睛。”部分医生近日对莎普
爱思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的疗效
提出质疑。国家食药监部门已
要求企业所在地食药监部门“督
促企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
验，并于三年内将评价结果报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
审评中心。”

在舆论汹汹的莎普爱思滴
眼液争议中，广大患者的利益首
当其冲。滴眼液使用者中多数
是相信了广告，才选择使用这一
药物的，有的已使用多年。如今

“广告宠儿”饱受质疑，使用过这
个滴眼液有没有风险，还能否继
续使用，没有使用过的早期老年
性白内障患者究竟能不能用？
广大患者需要尽快得到权威答
案。

仍有很多人为了治病四处
求医问药。莎普爱思争议再次
敲响警钟。一直以来，电视、广
播等平台上治疗腰酸腿疼、肾
病、心脏病等病症的“神药”广
告令人眼花缭乱。有的称是祖
传秘方，有的变相宣传疗效，大
打“治不好但也吃不死”的擦边
球，甚至一些“神药”在被举报
后不了了之或改头换面再登
场。究其根源在于，药品广告
背后有关各方推波助澜，虚假
宣传违法成本低和及时有效的
监管缺位。

舆论可以等，但病人等不
起。相关监管机构应更好担负
起公众健康“守门人”的责任。
以分秒必争的态度对类似“神
药”进行排查，该澄清的澄清、该
治理的治理、该取缔的取缔。严
惩“神药”背后各类推手。媒体
要更多担起社会责任，传播科学
健康观念，增强群众辨别能力。
只有药品、广告监管到位，提高
虚假宣传的违法成本，彻底斩断
虚假健康信息传播的利益链，才
能根除“神药”生存的土壤，守住
公众健康的底线。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治“神药”
要只争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