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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催生中药黑色产业链

药渣加工后重新售卖

� � � �

近年，中药材市场价格不断上
涨，与之而来的是中药材造假现象
也日趋增多。 《经济参考报》记者
近日调研并实地暗访了解到，制假
售假不仅从过去的名贵药材向普
通药材扩散，而且造假手段翻新增
多，甚至用淬取后的药渣“鱼目混
珠”，非专业人员难以辨别。

日新月异的造假技术

在全国三大中药材批发市场
之一—————成都市荷花池中药材
专业市场，《经济参考报》 记者见
到了正在药材检测中心忙碌着的
技术人员王永康。 谈到中药材造
假技术，王永康说，长期以来，中
药材制假售假主要集中在虫草、燕
窝等名贵中药材，普通药材造假并
不多。 然而，随着中药材价格持续
上涨，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将制假的
“魔手”伸向普通中药材，而且手
段也日趋翻新，其中不乏高科技手
段。

王永康从事中药材检验工作
20

多年， 目前负责市场的中药材
抽检工作，他用了“日新月异”来
形容当前的造假技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我国中药材的整体
质量有所提升，但制假售假的现象
有所抬头。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通过添
加其他“元素”提升重量……记者
在全国一些中药材专业批发市场
走访时，一些客商给记者细数了种
种中药材造假的办法：用外形、颜
色与冬虫夏草都极为相近的亚香
棒虫草来假冒虫草；用染色的玉米
须来冒充藏红花；加铁丝来增加虫
草的重量； 用苹果皮来代替牡丹
片；将人工栽培的参作为野山参出
售。

不过，在许多客商眼中，这些
传统的手段已经不入流，容易被人
识破，仿真度最强的，当数药渣掺
假，即将药厂淬取后的药渣掺入正
常药材中以次充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医药事业国
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说，不少
缺乏商业道德的“现代中药”生产
企业把提取过“有效成分”“单体”

的中药原料再加工切片，以饮片方
式销售到药材市场上去。 使得许

多药厂用这种“饮片”生产出来的
中成药药效大减， 甚至完全失效。

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课题组在中
药生产厂家和一些民营中医机构
调研时，多次听到这方面的强烈反
映。 有的民营医院的“一把手”不
得不为此亲自出马寻找合格药材。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太子参
销售商给记者展示了此类药材：

3

包太子参， 颜色、 外形相当接近，

其中两包分别是用水和酒精淬取
后剩下的药渣。 他将药渣掰断：与
药材相比， 用水淬取过的药渣很
碎，断裂面光滑宛如玻璃；用酒精
淬取的， 断裂面呈空心粉末状。

“药渣淬取后会变黑， 但用双氧水
浸泡后， 颜色会变得比原来还白。

与药材掺杂后， 药材也会慢慢变
白，最终两者颜色融为一体，难以
辨认。 ”

暴利催生的黑色产业

一名药材经营客商以药渣掺
假为例，给记者勾勒出了一条黑色
利益链：药厂部分违法人员将本应
及时销毁的药渣偷偷运出，再运至
加工场地，由专门人员负责药渣烘
干、漂白等技术处理，最后销往中
药材市场“一车药渣两、三吨才几
百元，加工费一般每公斤两元。 每
一环节都要产生高额利润，最终卖
到市场的药渣价格约为中药材的
一半。 这两年中药材价格上涨，有
时能卖到市场价的七成。 ”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随着造假
技术的不断提升，专业化分工日趋
明细，中药材造假已经初步形成了
一条从源头到成品的黑色产业链。

业内人士透露， 中药材造假，

不仅包括中药材，还包括一些中药
饮片。河北安国是中国最大的中药
材批发市场，那里的商户本来只有
经营批发中药材的资格，但由于饮
片更好卖钱，因此，大量商户都在
做中药饮片的加工生产，假劣行为
时有发生。 之后，这些质量难以得
到保证的中药饮片又被卖到医院
和中成药制药企业，并最终来到消
费者手中。

“过去造假都在原材料的等级
分类上，如把二等货的中药材作为
一等货来卖， 但现在在中药的种
植、 饮片的加工各环节， 废物利

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几乎无处
不在。 ”杭州市中医院院长杨勇对
此很是头痛。

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中
药饮片领域，造假的黑色利益链还
能够继续向终端延伸。 例如，有人
专门从事生产假冒包装袋、印刷假
冒合格证明，以及假销售出库单等
“造假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海宁市
斜桥镇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平
时有搜集有毒有害食品的习惯。他
说：“有的造假一公斤的成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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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元钱，可利润回报却在
10

倍、甚
至

100

倍以上。 巨大的利益诱惑，

导致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

中国中药协会的数据显示，

2012

年前三季度，根据工业和信
息化部统计， 我国中成药产值
达

2882

亿元， 同比增长
20.8%

；

饮片产值
692

亿元， 同比增长
27.1%

。

“如此庞大的产业， 如此高额
的回报， 必然会催生造假产业
链。 ”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
管理商—————伊厦成都国际商贸
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余力
说。

造假背后的监管缺失

业内人士认为，中药材造假背
后， 除了最直接的暴利驱动外，还
存在客观上的供求错位以及主观
上的监管缺位、标准缺失等一系列
原因。 从客观上分析，以虫草等珍
稀野生中药材为代表， “竭泽而
渔”导致供求矛盾日益尖锐，从而
给造假提供了市场空间。

在中医
600

余种常用药材中，

纯依赖野生药材资源的占
400

余
种， 人工种养的品种约占

200

种，

但其中
50%

左右的需求量仍依赖
其野生药材资源。 目前被列入中
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
用植物已达

168

种，道地野生中
药材，正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甚至
枯竭。

对于普通药材来说，我国虽大
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业，但受天气等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产量和
价格波动厉害，药农种植积极性不
高。浙江省磐安县是浙江省最大的
中药材主产区。该县农业局局长张
方荣介绍，磐安县中药材年种植面
积达

8.4

万亩，白术、元胡、浙贝
母、玄参、天麻的产量均占全国的
20%

以上， 中药材产量
1

万余吨，

产值达
4.5

亿元，占该县农业总产

值的
40%

。 但近年来，受自然和人
为因素影响， 种植面积逐年下降，

药材质量监管难度大，产业链短缺
等因素影响了品牌效应的发挥。

除客观因素外，中药材造假还
因为行业标准缺失和监管缺位等
问题。

—————行业标准缺失。伊厦成
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寿建鸿说， 由于行业标准缺失，

如何对假药进行定性存在尴尬。

“对于通过各种手段掺假售假的行
为，打击起来相对简单，但中药材
讲究道地，不同地区种出来的中药
材其药性也各不相同，如果客商以
次充好，是否能够认定其售假药材
面临现实的操作难题。 ”

—————准入门槛较低。记者在
全国一些中药材市场走访时了解
到，大多数从事中药材经营的都是
一些药农， 由于行业准入门槛较
低， 只要注册一个经营许可证，就
可以进驻市场进行销售。

———监管失范。中医药具备贯
穿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的完整
产业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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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委、办、局涉及
中医药事业管理的局面。由于各部
门之间既有权力交叉， 也有监管
“真空”，直接导致了“几个大盖帽
管不住一棵草” 的局面， 也给制
假、售价创造了机会和空间。 陈
其广说， 这种高度分散管理的
现状， 使中医药产业的整体规
划、中长期规划很难从国家全局利
益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来很好地协
调和制定。

—————违法成本低。成都市金
牛区药监局局长郑涛说： “目前，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贩卖假药材将
按产品价值的

2

至
5

倍处以罚金。

平时， 这些商贩最多摆
20

公斤至
30

公斤， 罚下来最多就几百上千
元， 还没有中药材的检测费用
高。 ”

(

据《经济参考报》）

打击中药“李鬼”监管不能缺位

近年，在暴利驱动下，中药
材市场“李鬼”频现，造假手段日
新月异，不仅染指利润高的名贵
药材， 如今连普通药材也不放
过。 无论是对中医药行业发展，

还是对患者生命健康，中药造假
都会产生了不利影响。打击中药
“李鬼”，为百姓撑起“健康保障
伞”，还需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中国中药协会的数据显示，

2012

年前三季度， 根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统计，我国中成药产值
达

2882

亿元，同比增长
20.8%

；

饮片产值
692

亿元， 同比增长
27.1%

。 而与行业规模迅速膨胀
不匹配的是， 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劣质饮片大行其道。

针对愈演愈烈的造假乱象，

国家有关部门也“重拳出击”，采
取了一些措施， 规范中药材市
场，加强行业监管，例如推行饮
片企业

GMP

认证、 饮片包装必
须标注药品原产地等。 然而，令
人气愤的是，中药材制假售假的
新闻仍时常见诸报端，一次次地
给监管敲响了警钟。

在记者看来，中药材制假售
假现象增多，最直接的原因是暴
利驱动， 但背后暴露出的问题，

还是监管“缺位”。记者曾在一些
中药材市场走访，不时看到“诚
信经营”“打击假药” 等字样，一
些市场还进驻了工商、药监等部
门， 假药现象仍然无法杜绝，这
一定程度上正说明了监管没有
到位。

不过，谈到监管，许多业内
人士也很无奈：这几年，制假商
人不断研发造假新技术，连许多
长期从事经营的客商都难辨真
伪，对监管人员同样也是一道难
题；生产链上“九龙治水”的管理
格局也让不法人员钻了空子，谁
来管、怎么管常常让一些部门有
些困惑；法律法规不健全，即使
犯罪，处罚力度也很有限……这
些问题确实让监管陷入了尴尬。

更让人困惑的是，相对西医
来说， 中医更讲究整体观念，如
今对中医药市场的整治却更多
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因
此，打击中药“造假”，必须得先
把好脉，找准病症，开具“复方
药”。

这付“复方药”，首先需要一
剂“猛药”，即进一步加强行业监
管。政府应当加强专业检测人才
队伍建设，多吸纳一些药厂的职

业药师等专业力量参与药监部
门督查，重奖激励民间举报掺假
的行为， 形成群防群治的格局；

同时药监部门应建立长期培训
机制，不断提高从业人员质量验
收、真伪鉴别等方面的技能。

这副“复方药”，还需要一剂
“补药”，就是完善行业标准。 我
国近年大力提倡中药国际化，甚
至削足适履去适应一些国际标
准，走入西方市场。遗憾的是，发
源于中国的中药，却没有制定出
一套我国自己的行业标准。有了
标准，才可能对假货形成直接的
打击。

这付“复方药”，更需要一剂
“辅药”。 应为药材建立追溯档
案，让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各
个链条都清晰明了，全方位进行
安全监管，这样才能让造假者无
机可乘。

药品安全关系百姓健康，打
击中药“李鬼”迫在眉睫。如果不
能对中医药市场的规范化“治
未病”， 如果放任制假售假的
不法商人逍遥，恐怕中医药市场
最终也只能“疾入骨髓，无药可
救”。

(

据《经济参考报》）

陴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