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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办案民警介绍，警方在
调查中发现，涉案“医托”主要
以主动搭讪、诱人上钩、贬低名
院、抬高“诊所”、主动带路的方
式呲活儿。

首先由“猎物者”负责寻找
目标，与患者主动搭讪，并使患
者产生前往涉案医疗机构就诊
的意愿。随后，会有“医托”扮
演“病友”上前佯装患有同类疾
病，为患者带路至涉案医疗机
构并一同看病。此外，等事主
看病买药后，会有专门“护送”
人员将其送至地铁或公交离
开。作案时，团伙人员分工明

确、组织有序、密切配合，整个
诈骗过程环环相扣。

涉案医疗机构一般将成本
为几十元的药品以成百上千甚
至上万元的价格卖给患者。医
疗机构收取高额挂号费、药费
后，再将获利与团伙成员分
成。其中，事主首次交纳的药
费一般由医疗机构和“医托”按
照一定比例分成，通常为医疗
机构占三成，“医托”占七成。
同时，医疗机构通过电话“回
访”、收取转账汇款、邮寄药品
等方式对患者进行二次联系，
所得收益归医疗机构所有。

1、不要相信“病友”的话。
这些“医托”一般都是两三个
人，陆续出现在患者面前，以病
友的身份消除患者的戒心。他
们能将患者的病说得头头是
道，是因为他们事先背了功
课。特别是如果他们坚持要带
患者去看病时，患者一定要提
防。

2、仔细识别“小医院”。这
类医疗机构规模很小，一般也
就二层楼，负责人请几个大夫，

雇几个护士，再招一大批“医
托”就敢开张，目的就是开药，
而且以中药为主。仔细观察可
以发现，医疗机构内，化验、放
射、住院等设施几乎没有，科室
少，医护人员也少，只有药房内
的人最多。

3、拨打电话核对。当有人
说有“名医”坐诊时，要及时通
过上网查询以及拨打电话等方
式认真核对，不要轻易相信。

事主张先生是山西一名大学教
师，7月1日，他带着舅舅一家人准备
到协和医院看病。

当天上午8点多，在协和医院挂
号大厅，一陌生男子过来搭讪。闲聊
之余，对方得知张先生家人病情后，
拍着胸脯说，他的表妹就是在一家中
医院看好的，随后很快便把张先生一

行人忽悠到北京西站附近的慈睦国
研中医院。

“101块钱挂一个号，给一个病
历本”，张先生说，在等待叫号的过程
中，还有一名自称是患者的陌生人主
动上前与他和家人闲聊，“说她丈夫
就是在这边看好的病，把这个医院的
一位医生夸得神乎其神”。

张先生称，看病的过程异常顺
利，这位“名医”熟练地给他的家人每
人开了几服中药，总共花了 7000多
元。

“刚吃了几服药，表弟开始流鼻
血，表妹吐血，二人随后被送到医院
抢救。”张先生说，没想到千里迢迢来
北京治病，最终被人骗了。

“‘医托’的危害很大，绝不仅仅
是骗点钱那么简单。”办案民警说，一
方面是延误病情，嫌疑人不是治病而
是开药，对他们来说对症下药是空
谈，什么病都是那几套方子，反正治
不好也治不死。可患者却几个月甚
至几年吃这些根本不对症的药，贻误
了治病的最佳时机。“一名来自广州
的跛脚男子在诊所开完的药方，竟然

与第二天来此看皮肤病的孩子的药
方一模一样。”办案民警说，可见这些
所谓的“名医”其实就是靠忽悠。

“更严重的还会加重病情。”办案
民警说，在坐堂的大夫桌上，警方发
现了一本开药秘笈，上边把常规的病
开什么药都列出来，谁坐堂不重要，
只要问一下病名，再按照这本秘笈开
药。“试想，不论上不上火都吃去火的

药，不管虚不虚都开大补的方子，对
于患者来说，这会直接危害患者的健
康甚至危及生命。”

不过，民警在办案中也发现，有
的患者虽然明知道对方是“医托”，小
医院也不正规，可这类患者多是患有
疑难或顽固性疾病的人，有时是抱着
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正好中了“医
托”的道。 （据京华时报）

8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北京警方侦破特大“医托”诈骗案，抓

获涉案嫌疑人150名，其中“医托”80

余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60余名。警

方表示，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打击“医

托”诈骗犯罪规模最大、抓获人数最

多的一次。

北京特大“医托”
诈骗案150人落网
嫌疑人近半来自医疗机构

■涉案医疗机构
慈睦国研中医院、北京京城国中

医门诊部、子安堂中医诊所、中豫丹
草中医院门诊部、奥东中康医院、瑞
丽妇科门诊、俊丽中医门诊部

“医托”经常混迹在北京各大医
院外，寻找外地来京的患者搭讪，说
自己患有同样的疾病，然后以挂不上
号或者专家在别的医院坐堂为名，将
患者带到与他“合作”的医疗机构，用
廉价中草药赚取高额的药费。今年
5月，北京警方通过日常警情分析研
判，发现隐藏在本市朝阳、西城等区
的多个“医托”团伙。随后，北京市公
安局便衣侦查总队牵头，组织相关业
务单位和西城、朝阳分局成立专案组
调查。

经过 1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确定
了7家医疗机构涉嫌雇用“医托”。7
月 6日，专案组决定收网。当天，共
有 400名警力在涉及“医托”诈骗的
医疗机构及嫌疑人的暂住地开展抓
捕行动，共抓获涉案嫌疑人 150名，
其中“医托”80余名、医疗机构工作
人员 60余名，收缴账本、电脑、药品
等大量涉案赃、证物。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分别移送
西城分局和朝阳分局，接受警方进一
步审查。

□发布
7家医疗机构涉嫌雇用“医托”

在二龙路派出所里，嫌疑人刘某
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刘某的身份很
特别，据她自己交代，无任何资质的
她在慈睦国研中医院里当护士，而就
在几天前她还是这家医院的“医托”。

“今年6月，我来北京找工作，在
北京西站认识了一个老乡，老乡知道
我要找工作，就推荐我去当‘医托’，
说干这个挣钱多，然后我被介绍到这

家中医院。干了一阵‘医托’后，医院
的负责人问我是否学过医，我说在老
家的时候学过一阵子草药，他说让我
当护士和王大夫一起工作，我负责带
患者去取药。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是
不对的，这样做耽误了患者看病。”刘
某说。

刘某称，她在当“医托”时，一般
都在肿瘤医院门口转悠，看到病人就

上前搭讪，问明病情后就和患者说她
有亲戚以前也得过同样的病，并且全
程护送患者前往中医院就诊。刘某
说，如果遇到看病的湖南老乡，她就
会用家乡话跟对方拉近距离，取得信
任，对方上当的几率非常高。

至于“医托”的收入，刘某称只要
她带来的患者在中医院开药，自己就
有200元提成。

□防范
民警支招识别“医托”

“医托”牵线
廉价中药增值百倍

□案情
“医托”直接当起护士

上当患者吃药后吐血

跛脚与皮肤病药方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