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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人们对预防和治疗新冠感染的相关药物关注度与日俱增。近
日，一种名为“熊去氧胆酸”的药物横空出世，并在A股市场掀起一阵风暴。

据天目新闻不完全统计，目前被纳入“熊去氧胆酸”概念的上市公司已经多达20余
家，不少公司股票正在上演翻倍行情。

“熊去氧胆酸”到底是什么？近段时间以来卖断货的黄桃罐头、电解质水是否又是
智商税？

熊去氧胆酸怎么突然火了？

“熊去氧胆酸”的突然爆火，源于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自然》杂志上发
表的一篇研究论文。

该研究论文显示，一种治疗肝病的非专利药物“熊去氧胆酸”可以关闭ACE2受体
，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新冠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
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新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
它冠状病毒。据了解，ACE2是新冠病毒的主要进入受体。

公开资料显示，熊去氧胆酸在临床上已经使用多年，具有利胆、细胞保护、抗凋亡
、抗氧化和免疫调节作用，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多种肝胆疾病的治疗，是治疗胆结石
、胆囊炎、肝病和胆道疾病的重要临床药物。

来自杭州的朱女士向天目新闻记者表示，她当初得了一次胆结石，医生就给她配了
熊去氧胆酸胶囊，作为护肝药物用。“但医生也告诫说，这种药不能长期用。”

据熊去氧胆酸胶囊说明书，该药物属于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监督下使用。服用该药
物有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紊乱；肝胆功能紊乱；过敏反应。

天目新闻查阅药融云数据库发现，目前中国共有143条熊去氧胆酸药品审评记录，5
7条临床试验记录，55条药品批文。

熊去氧胆酸真的有用吗？

“熊去氧胆酸”一夜爆红后，A股多家上市公司纷纷公告相关介入情况，其中不乏
风险警示。

江苏吉贝尔是一家拥有熊去氧胆酸片药品注册批件的上市药企。12月13日，天目新
闻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致电该公司咨询，相关人士表示，熊去氧胆酸是一种胆肝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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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目前国内没有临床试验显示可以用来预防新冠。“这个论断还处在学术层面
，没到临床应用这个阶段。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观察。”

12月12日晚，宣泰医药发布异动公告，称公司已关注到媒体关于熊去氧胆酸用于预
防新冠病毒感染的研究报道，该研究目前尚未进行验证性临床试验，能否用于新冠
病毒预防及感染的治疗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熊去氧胆酸胶囊产品不涉及新冠
病毒预防及感染的治疗，目前产销情况正常，未出现销售规模大幅增长的情况，预
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天目新闻注意到，该公司股票交易连续10个交易日内（11月29日至12月12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根据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新华制药在互动平台上回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达制药已经取得治疗胆固醇型胆
结石药物熊去氧胆酸片上市许可持有人资格，临床适应症为治疗胆固醇型胆结石，
但尚未商业化生产。海辰药业也表示，目前还没有临床数据（可以证明），研发人
员正在研究该产品的临床效果，公司会继续跟踪、继续研判。

在药品实际使用方面，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熊去氧胆酸无法
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健康人群吃熊去氧胆酸有风险。目前对新冠病毒有预防效果的
只有新冠疫苗。

在资本市场，防疫概念层出不穷，往往都会掀起一波炒作热潮。作为投资者，需理
性看待“熊去氧胆酸”概念股大涨，不宜盲目跟风炒作。

新冠“神药”们炒作何时休？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连花清瘟、布洛芬、抗原试剂成为紧俏货，平常一些意想不到
的食品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比如，一直被不少北方人贯为“药神”的黄桃罐头，就被不少人列入居家康复囤货
清单，甚至有些药店还上架了黄桃罐头，号称不管大病小病，只要来一口黄桃罐头
就可“药到病除”。

一时间，黄桃罐头成了全国抢手货。据人民日报报道，多位专家明确指出，黄桃罐
头虽然有一定营养，可提振食欲，但更像是甜蜜的“安慰剂”，主要起到心理纾解
作用，实际无法缓解一些疾病症状。

黄桃罐头刚囤完，电解质水又卖断货。百度指数最新显示，12月5日至12月11日，
电解质水的搜索指数整体同比陡增2711%。天目新闻注意到，目前在多个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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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电解质水，大部分商品仍显示“采购中”“无货”“补货中”。有专家指出，
当出现发烧等症状时，如果能正常饮食，无需额外补充电解质。

此外，京东超市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包括金桔干、蓝莓干、果蔬汁、润喉糖等商
品，最近的销售量也是强劲爆发，成交额同比增长均在1倍到10倍之间。

疫情当前，做点准备，无可厚非。买点甜品、糖果作为一种精神需求也无妨。但盲
目跟风囤货，没有科学理性的认知，最终会落入商家的营销“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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