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冒用医生身份或以医生身份进行
“伪科普”的行为，不仅可能对普通人的
健康造成危害，还严重损害医护群体的
形象。

2023年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明确
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
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上海君悦（杭州）律师事务所高兵
律师认为，根据刑法、医师法的有关规
定，在平台上冒充医生，进而宣传售卖
保健品或药品，有可能构成诈骗罪或非
法行医罪。执业医师在网上诊断与自
己执业范围不符的疾病，或推销与自己
执业范围不符的药物，可能构成“超范
围执业”；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构成

“医疗事故罪”。
记者从福建、广东等地公立医院了

解到，在职医生如需开设有平台身份认
证的科普账号，需获得医院授权；为防
止产生掮客行为，也禁止在职医生从事
各类直播带货工作。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高艳东建议，医疗机构加强对本单位医
务人员及证件的管理，让医学科普真正
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监管部门加强对
虚假摆拍、宣传的监管力度，防范误导
患者带来的社会风险。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苏
俊斌建议，平台更多落实主体责任，采
取技术手段识别“违规文案”、拦截和屏
蔽“伪科普”内容，维护健康科普的公益
性和严谨性。

“不要随意套用健康科普中的症状
和诊断。身体出现不适时，应直接前往
医院就诊。”多位健康科普博主建议，应
尽量关注经平台身份认证的博主，或观
看经权威媒体核查证实的科普内容，切
勿轻易购买伪“医生”在视频或直播中
推销的保健药品。 据新华社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首席记者张鹏翔 实习生吕仁卓）近日，青
海西宁一宾馆老板辱骂游客的视频引发关注。10月7日凌晨，西宁城中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称，辱骂游客的是保安，已被辞退，并向当事游客致歉。

视频中，一男子手指对方称“你们外地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穷毛病”。
视频拍摄者称，其9月4日入住西宁一家商务宾馆，发现房间门锁损坏，在和
宾馆前台沟通时负责人竟出口辱骂人。

10月7日凌晨，西宁城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称，网传情况属实，该
视频反映的事情发生在9月4日，游客入住该商务宾馆后发现房门不能反
锁，在与宾馆前台协商换房时发生口角。

9月5日，城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该游客投诉后，联合城中区文体
旅游科技局前往该商务宾馆进行核查处置。经核实，9月4日晚，游客因不
满宾馆服务，通过平台申请全额退款后离店。该商务宾馆第一时间对涉事
员工进行严肃处理，对辱骂游客的保安贾某某予以辞退，对前台马某某予以
辞退，对值班经理苏某某作出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按游客要求出具书面
道歉信，于9月6日邮寄至涉事游客处。“在此，我们对此事为游客带来的不
好体验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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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的“网红医生”：
“流量病”如何治理？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越来越多医生开始在线分享医学知识。将复杂
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伪装医生、“伪科普”、带货卖课博取流量的行为，
却让医疗健康科普变了味、走了样。

某短视频平台上，博主身着“白
大褂”在近似医院的场景中开始“表
演”。冠着“男医生”名头的博主，不
时帮助扮演患者的女主角，评论区
不少人表示“医生太暖心了”。

然而，记者发现，该博主并未获
得医生身份认证，利用“医生”人设
虚构剧情，实则是为卖货“搭台”，推
荐牛奶、维生素、洗衣液等产品。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获得身份认
证的医生从事与本专业不符的“健康
科普”工作，为多款产品带货。记者
注意到，有“妇科医生”给男士T恤带
货，“骨科医生”给美容产品带货。

“我们的肠道里，住着数以万亿
计的微生物。”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一
名认证为广东某三甲医院“神经康复
科”的医生就食用益生菌的好处侃侃
而谈。在其主页中，这名“神经康复
领域”专家为某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带货。详情页面显示，标价为59.9元
的产品销量已接近3000件。

在部分直播间内，还有一些所谓
的“营养专家”虚构各类头衔、推销
虚假保健品。

今年 5 月，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宣判一起诈骗案。涉案
人员迟某军只有高中文化，为了向

老年人兜售价值不菲的保健品，他
虚构“国家一级保健医师”“国家一
级营养师”等诸多头衔，在直播间内
大谈养生。在推销一款胶囊保健品
时，迟某军虚构产品具有降血脂、治
病功效，对老年人进行“洗脑式”推
销诈骗。

一家平台新发布的医疗内容治
理规范显示，创作者不得通过不当
营销、不当演绎等方式发布虚假同
质化医疗类内容。今年 8 月，该平台
对 1711 个相关违规账号进行无限期
封禁、短期禁言等处置，处理同质化
视频 3.7 万条。

穿上“医生”的“马甲”，就能在科普
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有利可图让一
些博主降低底线，“嘴上是科普，背后是
生意”。

“医生给保健品带货的抽佣能达到
30％到60％。”从事线上“达人”资源对
接的王女士向记者透露，“维生素C、叶
酸这类产品最多，吃了对人没什么太大
影响，又能获得可观提成。”王女士说。

记者获取的一份某平台“健康科普
领域”的“软文”报价单显示，在该平台
上拥有3万以上粉丝量的“医生博主”
每篇“软文”的费用是1万元。“这类是
不包含‘挂链’（直接放购买链接）的，如
果要‘挂链’，销售需要跟博主分成。”业
内人士透露。

记者在某平台上联系了一名医
美领域的博主，以带货保健品为由向
其了解“抽佣”情况。“你卖多少钱，我

抽走一半。”该博主告诉记者，50％的
“抽佣”比例并不保证销量，“卖一瓶，
抽一瓶”。沟通过程中，对于要带货
的保健品本身的资质和功效，博主却
只字不提。

另一方面，平台的监管缺失，也为
“造假”和“引流”留有空间。

当前，平台对于医生身份审核认证
的标准不一。记者查询相关平台的认
证要求后发现，一些平台需要医院出具
在职在岗证明来验证医生的真实身份，
一些平台仅需提供执业医师证就能获
得认证，还有一些平台对药剂师、护士
等身份的证明也予以认证。

除了认证标准不一以外，各大平台
身份认证主要停留在医生的“硬资质”
本身，对于其科普内容是否与执业领域

“专业对口”并未做审核，一些MCN机
构也得以借资质“粘贴”科普文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副
主任医师王西富表示，一些非本专业医
生为了蹭流量带货，导致跨专业、跨科
室的科普大行其道。“有的MCN机构与
医生合作是为了‘借身份’，利用医生的
资质过平台认证关，账号的日常内容却
是运营人员维护，实际上是‘挂羊头卖
狗肉’。”

受访专家指出，健康“伪科普”往往
很难被认定为“谣言”，处罚很难起到震
慑效果。“很多健康话题本身就有‘灵活
解释’的空间，有的博主为了吸睛，刻意
放大‘几率极低’的事件。”

此外，健康科普资源很容易获取。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记者仅花费0.99
元就获取了9500份“体质养生科普文
案”，其中包括诸如“最快提高免疫力的
方法”“最快的瘦大腿的方法”等多个

“实用”健康科普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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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老板辱骂游客：“外地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西宁官方通报：骂人的是保安，已辞退 庆阳走失女童

在河中被找到
已无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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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游客。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张鹏翔 实习生吕仁卓）10 月 6 日晚，记者
从庆阳市合水县走失女童亲属处获悉，两
岁半女童甜甜已经找到，被发现时已没有
生命体征。

据亲属介绍，10月5日上午，当地警方通
知家属甜甜在附近河中被找到，不幸的是已
经身亡。经家属辨认，打捞出的女童就是甜
甜。目前，女童家属还在等待警方调查女童
真正的死因。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此前报道，9月21日
13时许，庆阳市合水县何家畔镇一两岁半的
女童走出家门，消失在监控中。连日来，当地
警方和村民多方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