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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读者爆料称，在省城的

一些中医院，一张普通的药方，其中

却另有玄机。一些医生为了绑住顾

客，抬高药价，在药方中做手脚，将一

些中药名换成类似“密码”一样的名

字，只有该医院负责抓药的工作人员

才能看懂，换到另外的药房就抓不到

药。记者 张崴 见习记者 宁大龙

9月13日下午，记者以患者的身

份，来到了省城某家中医院内进行调

查。一进大门，就有医院的工作人员

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当天正巧赶上他

们请了国医馆的一位著名中医来坐

堂，记者挂号后就可以接受专家一对

一的诊断。在花了5元挂号费后，记

者被指引进入内堂诊断。进入屋内，

记者看到，前来看病的人排起了长

队，顾客多为一些上了年纪的患者。

很多人手拿病历，上面密密麻麻写了

很多页内容，看来是经常到这家医院

看病的。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排队，终

于轮到了记者。老中医把脉、观察

和询问了记者平时的生活状态后，

给记者开出了一个药方，并叮嘱记

者，中药调理通常需要很长的周

期，因此半个月后要再来该医馆重

新开药。拿药的时候，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他们医馆的中药，都是

由工作人员熬制好后，送往顾客指

定的地址。当记者提出药价过高，

可不可以去别家药店抓药时，工作

人员表示，记者可以随意选择抓药

地点。

记者前往胜利路上的一家药

店凭方抓药，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药方中的几味药，他们根本就没听

说过。当记者问起，是否开药方的

人在药方中做手脚，才导致这样的

情况出现时，药店的工作人员说，

的确有这种可能存在，他们平时也

遇到过这种情况。记者随后又前

往金寨路和长江路上的两家药店，

都没有抓到药方上的几味中药。

记者调查：换家药店抓不到药

难道中药行业真的有所谓的“潜

规则”吗？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医

学院的一位老教授。他说，这种在药

方上设置“密码”的现象，在中医行业

相当普遍。而且不仅仅是合肥，全国

的同行都在这样做。

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

保护药方。很多治病药方，都是一些

老中医呕心沥血，靠着几十年的经验

总结而成。但有一些人却想不劳而

获，谎称有病去医院治疗，借机骗取

药方后自己研究，将他人辛苦劳动的

结晶化为己用。这种例子在行业内

也是屡见不鲜。为了保护自己的劳

动成果，一些中医就发明了这种方

法，将其中的几味药起了别名，只有

自己所在药馆才可以识别，这样即使

有人恶意骗取了药方，却因为其中几

种关键性的药材无法识别，而变成废

纸一张。

而另外一个目的则是为了招徕

顾客，保证中医院的正常盈利。很多

中医院，为了吸引顾客，都会请一些

老中医来坐堂，这笔花销是医院自己

承担。因此，为了盈利，这些医院只

有将药价略微抬高，以作为这些专家

的出诊费用。而如果顾客来医院诊

断后，拿着医院开出的药方到别家的

药馆去抓药，这其中的损失只能由医

院自己承担了。

业内人士：此举为了保护药方

针对这种现象，记者也采访

了一些市民，请他们谈了谈自己

的看法。

“都说各行各业都存在‘潜规

则’，没想到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

行业里，居然也存在这样的猫腻。”

一位姓刘的年轻小伙子，略带调侃

地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不过，一半以上的市民，对这种

在药方上设置“密码”的行为，表示理

解。经常带母亲去附近的中医院看

病的刘女士说，她母亲的身体一直不

好，西医看了无数次也不见好转。多

年来，经过附近一家中医院的老中医

慢慢调理，才有所好转。因此她们也

都是定期前往该家医院检查。刘女

士说：“毕竟开医院也是为了盈利，别

人高价请来专家给你诊断，于情于

理，你都应该在他们家买药，对吧！”

也有部分居民则对这种行为表

示了反对。一位姓白的先生说，有次

他去北京看病，医生一共只给他开了

两个星期的药，叮嘱他吃完后再来重

新诊断。而两个星期后，医生给他开

出的药方却跟第一次一模一样。白

先生于是就回到了合肥，在药吃完

后，拿着药方前往合肥的一家药店抓

药，却被告知药方上的几味药根本不

存在。“难道我每次去抓药，还要千里

迢迢地跑到北京去吗？这种行为实

在不便民。”

那么能不能有别的方法，既保

证医院的正常收益和药方的安全，

又保证市民的知情权呢？针对这

种情况，市民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一位姓黄的先生说，他

所 在 的 中 医 院 事 先 就 跟 患 者 声

明，在该院诊断所开的药方，只能

在该院抓取，而价格在原有药材

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药材

的原价患者可以自己查询。而另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则建

议，中医院可以学西医那样，将诊

断的费用独立出来，而不是像现

在这样，将诊断的费用加在药的

价格里面。这样不仅方便了医院

的管理，对患者来说，也显得更加

公开、透明。

市民声音：不少市民表示理解

这种情况到底该谁来管

呢？市民如果要投诉，哪个部门

应该受理呢？为此，记者首先致

电合肥市消费者协会，但工作人人

员员说，这种事应该不属于欺诈消

费者的行为，也不属于服务过程

中的纠纷，因此他们无法受理。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物价局的电

话，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在听完记

者的介绍后，表示他们无法处

理，并建议记者拨打食品药品监

督局的电话。而食品药品监督

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只受

理食品、药品本身质量出现问题

的投诉，这种行业“潜规则”的问

题，他们管不了。最后，记者拨

通了合肥市卫生局电话，得到的

答复依旧，这种情况不在他们的

受理范围之内。“建议你拨打

12345 市长热线，反映这个问

题。”工作人员这样向记者说道。

看来，小小的一个药方，显示

出行业的规范问题，如何不让病

人吃“糊涂药”，依旧值得探讨。

四大部门：均称问题不归自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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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前，合肥出租车全部更换顶灯

新顶灯难仿制催生“盗灯”黑市 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