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關人員為打擊藥房出售仿冒藥品，不時派員放蛇取證，蠱
惑店員為逃避查處，當顧客要求購買名牌藥品時，竟同時取出正
牌與仿冒藥，不斷聲稱正牌的藥效不佳，務求極力游說客人購買
「山寨藥」。

「話明雙料梗係勁啲」
記者喬裝客人，於深水埗桂林街一間藥房表示購買 「喇叭

牌正露丸」，蠱惑店員馬上拿出兩款產品，當中一款是正牌貨
，另一款是名為 「日本雙料正露丸」的仿冒藥，記者詢問後者
是否也屬喇叭牌，對方卻刻意迴避問題。

該店員稱， 「日本雙料正露丸」的藥效比喇叭牌更佳， 「
話明雙料，梗係勁啲！」他接着說，喇叭牌以往藥效很好，但
因銷量太好，藥廠為求牟取暴利，減少了一些成分， 「用次貨
出口賺大錢！」

記者發現，正貨包裝上註明了 「HK-13218」的香港藥物註冊
編號，但 「日本雙料正露丸」卻沒有，店員稱後者是日本水貨，所
以沒有該編號。

有藥劑師透露，部分仿冒貨品難以在香港註冊編號，但會將藥物
包裝為保健品，從而獲得豁免，但認為胃藥不屬該類別，呼籲市民購買
治病藥物時，必須留意是否正貨和有沒有註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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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蠱惑藥房隨處可見，《大公報》頭版
報道刊登後，全港藥房一片風聲鶴唳，明顯收斂，店員紛紛提高警覺。記
者昨日分頭再次 「放蛇」，走訪旺角、荃灣、北角三十多間藥房，試購昨
日報道所指的 「白瓜子」、 「咳藥水」及 「壯陽藥」，有店員表明沒有

售賣，有人詐傻扮懵，支吾以對，有藥房更明示暗示 「只賣畀熟
客」，無法無天。然而， 「風頭火勢」過後，這些不良藥房

恐會故態復萌，有關執法部門必須持續打擊，保障消
費者的健康。

《大公報》報道嚇窒蠱惑藥房

藥房基於名牌藥品利潤較少，往往推薦客
人購買其他牌子藥物，部分黑店更無視法例，
公然銷售仿冒藥品，大公報記者巡查多區藥房
，發現深水埗區藥房銷售仿冒貨品情況猖獗。

記者以顧客身份前往深水埗桂林街一間藥
房，向店員查問有否出售近年深受歡迎、被視
為 「生仔妙藥」的 「天喜堂天喜丸」，對方隨
即從身後玻璃櫃內取出三款天喜丸，包括寫有
「香港正牌」的 「添×堂天喜牌天喜丸」，以

及兩款不同包裝的 「添壽×精裝強力天喜丸」
，前者售價為298元，後兩者售價均為238元，
比500多元的 「天喜堂天喜丸」便宜約一半。

「今年新包裝」蒙混
記者問哪一款是「天喜堂天喜丸」正貨，店

員斬釘截鐵表示「添×堂」就是香港正貨， 「好
多市民、遊客會買，包生仔！」記者清楚表示
購買 「天喜堂天喜丸」，店員卻企圖以類似產
品出售，更指就是記者所要求的藥品，根據《
商品說明條例》，店員已涉嫌干犯虛假陳述。

轉往深水埗桂林街另一藥房，店內貨架擺
放了娥羅納英H軟膏，旁邊則放有外形和包裝

相似、包裝上印有日文的軟膏，令人感覺是同
一系列產品。記者向店員查問，對方表示兩者
都是 「娥羅納英」， 「日文版」含有維他命E，
比 「中文版」更好， 「日本原裝進口好好多！」

記者在銅鑼灣也發現，有內地遊客要求購
買 「黃道益活絡油」，卻購買了 「黃道活絡油
」，店員表示 「黃道」就是 「黃道益」， 「今
年新包裝！」

遊客外傭易中招
有資深海關人員透露，今年接獲無良藥房

的投訴，雖然因市民對仿冒產品的防範意識提
高，以及法庭判刑較重，數字較去年同期下跌
約五成，但仍有少數藥房店員，專門向遊客和
家庭傭工違法兜售仿冒藥品。

海關資料顯示，過去三年共約270宗 「影射
藥品」的舉報個案，當中成功檢控有30宗；涉
及懷疑冒牌藥物的投訴有420多
宗，偵破60多
宗，檢獲貨品
總值約四千萬
港元。

正貨與懷疑仿冒貨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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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調 查 報 道
大公報記者 李森 王祺 施文達 陳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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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房違法濫售醫生處方藥物和仿冒藥禁之不絕，有業界指出，黑店多年前已
出售山寨貨，近年法例收緊後，山寨貨難以成功註冊，索性改為售賣假貨。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會長劉愛國指出，早於十年前已有黑店以藥品名稱、
包裝盒顏色和圖案相似的仿冒藥，偽冒正牌藥渾水摸魚出售，例如遊客鍾
情的日本製藥娥羅納英H軟膏，當時因法例未完善，可公然銷售，至近年
政府收緊藥物註冊條例，仿冒藥品難以成功註冊，部分黑店一不做二不
休，銷售包裝和名字完全相同的假貨圖利。

藥劑師不足 醫藥難分家
劉愛國指，海關會以 「放蛇」方式巡查和檢控，衛生署亦嚴密巡查打

擊，一般正牌藥房每三個月巡查一次，黑點區如油尖旺等遊客旺區，衛生
署每月均有巡查，惟兩大部門雷厲執法下，藥房違法問題仍難禁絕。

2015年至2018年3月，衛生署共處理33宗涉及藥房在沒有藥劑師監督
下銷售 「第1部毒藥」而被定罪個案；44宗藥房非法銷售處方藥物而被定

罪個案；當中最高罰款5.6萬元，最高監禁刑期為8個月（緩刑24個月）。立
法會議員陳恒鑌指懲罰太輕，阻嚇性不足，致使不良藥房繼續知法犯法。陳

恒鑌又提醒， 「醫藥分家」必須有足夠的藥劑師才能推行，但現時本港藥劑師
供不應求，部分藥房為慳成本，只聘請兼職藥劑師，因此出現藥劑師不在場下

違法出售 「毒」藥情況。修例後，藥劑師離開藥房前，受管制藥物需要上鎖，只
有店東可獲配備鎖匙，濫售情況已稍為改善。

市場對名牌藥品需求龐大，但蠱惑藥房為牟取較高利潤，紛紛推銷仿冒
藥，專門蒙騙遊客和外傭。大公報記者喬裝顧客揭發，有職員涉嫌干犯《商
品說明條例》，以 「添×堂天喜牌天喜丸」 冒充名牌 「天喜堂天喜丸」 ；有
藥房更出售類似 「娥羅納英H軟膏」 的 「日文版」 貨品，企圖令消費者混淆，

誤購 「山寨藥」 。

議員：輕罰幾萬元難有阻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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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踩正貨 捧雙料正露丸

▲記者表示要買 「天喜堂天喜丸」 ，藥房店員卻推銷其他產品，
更謊稱 「天喜牌」 才是香港正貨 大公報記者王祺攝

▲▲本報日前踢爆藥房濫售本報日前踢爆藥房濫售 「「毒毒」」藥成風藥成風，，記者昨走訪數十間藥房記者昨走訪數十間藥房
，，均未獲售予均未獲售予 「「白瓜子白瓜子」」 大公報調查組攝大公報調查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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