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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内网数据显示，近年来网上
药店终端药品（化学药加中成药）销
售规模逐年上涨，从2019年的100
多亿元扩大至2021年的 300多亿
元，年增长率均达两位数。加强对
网络售药的监管已成大势所趋。

对于中药配方颗粒拟被纳入清
单的消息，以岭药业、红日药业等
企业表示对其影响不大。“中药配
方颗粒是需要在医疗机构并在医
生处方下调配、购买、使用的药
品。”红日药业证券部人士解释，中
药配方颗粒并非感冒冲剂等属中
成药的颗粒剂，而是纳入中药饮片
管理范畴。

“国家药监局首要考虑的是用
药安全，避免药品滥用、误用的风
险。”某化学制药企业临床研发部门
负责人表示。

北京某医药电商平台负责人认
为，征求意见稿是为了更好地支持
即将实施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药监局或许还将陆
续出台更多配套文件或解释，并在
征求意见过程中与行业各方深度沟
通，更好地规范网售处方药，促进合
理用药。”

“防风1.3克、地黄2克、车前草0.7克……”
市民佟女士一边清点着中药配方颗粒，一边核对
着药方。受慢性荨麻疹困扰，佟女士需长期服用
中药调理。半年前，病友推荐了这帖药方，“这都
是我在网上买的，不用煎药，不用冷藏，开水一冲
就能喝。”

中药配方颗粒是由单味中药饮片按传统标
准炮制后经提取浓缩制成、供中医临床配方用的
颗粒，俗称免煎中药饮片。昨天，记者在某电商
平台搜索“中药配方颗粒”，发现不少店铺公开售
卖。记者随机搜索到两张中药处方，以文字形式
提供给了某店铺客服后，客服迅速给出了单剂报
价，并表示会将配方颗粒混装发货。“只有小医院
才使用独立小袋分装，混装是用智能调配机自动
分成早晚各一包，药效精准，三甲医院才能配
备。”客服说。

整个流程中，客服没有进行任何处方核实。
当记者主动询问中药配方颗粒来源时，客服仅简
单解释说：“都是大厂家的颗粒，原材料都是好
药”，并称“现在抓药85折，可以多买点”。

医疗机构制剂同样存在网络上“盲买盲卖”
的现象。医疗机构制剂，是指仅限医疗机构根据
本单位临床需要而常规配制、自用的固定处方制
剂，并未正式获批供应市场。不久前，“近视神
药”阿托品通过互联网医院绕过监管卖到了“院
外”，引发外界热议。目前，在社交平台上，记者
仍看到大量“黄牛”活跃兜售各类医疗机构制剂。

征求意见稿将网络禁售清单分为
“政策法规明确禁止销售的药品”和“其
他禁止通过网络零售的药品”两大类。
第一类包括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
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机构制
剂、中药配方颗粒。

第二类包括注射剂（降糖类药物除
外），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不包括含麻
黄的中成药）、《关于进一步加强含可待
因复方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和复方地
芬诺酯片购销管理的通知》《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含麻
醉药品和曲马多口服复方制剂购销管
理的通知》所列的品种以及右美沙芬，
《兴奋剂目录》所列的蛋白同化制剂和
肽类激素（胰岛素除外），以及地高辛、
丙吡胺、奎尼丁等用药风险较高的品
种。

记者梳理发现，根据2019年12月
施行的《药品管理法》，疫苗、血液制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已
禁止通过网络销售，此次新增的是医疗
机构制剂和中药配方颗粒两类。“这是
市场关注度较高的两个类别，涉及面更
广。”业内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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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配方颗粒不核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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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避免药品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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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再添两大类将再添两大类

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政策正在进一步完
善。日前，国家药监局就《药品网络销售禁止
清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医疗
机构制剂、中药配方颗粒两类药物纳入禁售
清单。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这两类药品均可
通过网络购买，且不会核对处方。专家表示，
此次禁止清单的出炉，将更好地规范网售处
方药，促进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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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禁止清单新增两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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