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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信
本人郑月娟、黄芳静因销售不符合食品标准

的食品行为，侵犯了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深表歉意，现根据文昌
市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在此向广大消费者赔礼道
歉，特此声明致歉。 道歉人：郑月娟、黄芳静

广告

广告热线电话：
66810111 66810671

号码：363

基本号：4、15、18、19、20、25、27
特别号：22

福彩七乐彩24020期开奖结果

福彩3D第24044期开奖结果

号码：1、2、5、6、12、14、15、
18、22、24、31、35、42、44、
59、60、64、65、71、76

“快乐8”第24044期开奖结果

3D：885 5D：88528

“排列3、排列5”24044期开奖结果

体彩7星彩24019期开奖结果

号码：582745 +4

号码：5827+4

海南“4+1”24019期开奖结果

开奖公告

“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带有幽门螺

旋杆菌”“孩子用嘴呼吸是腺样体肥大”

“尿酸高？看看这些后果……”在社交平

台上，类似的医疗科普屡见不鲜。极具

冲击力的视频和渲染性极强的文案，常

让人感到自己仿佛已经“病入膏肓”。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社交媒体账号

打着医疗科普的幌子，夸大病情骗点赞，

精准营销卖产品。互联网医疗科普本是

技术普惠的高效路径，却成了传播焦虑

以博取眼球的“流量密码”。

令人胆战心惊的医疗科普
假医生自导自演就诊情景

“起初只是胳膊疼，网上搜了搜症

状，我确信自己是得了癌症。”一个在网

络上广泛流传的段子，揭示了部分互联

网医疗账号夸大科普、传播焦虑的现状。

江西的欧先生患肠胃疾病多年，前

不久，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位平台认

证为北京三甲医院消化内科医生的科普

视频。“本来我的肠胃功能就脆弱，刷到

说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带有幽门螺旋杆菌

的内容，立马就引起了我的关注。”他说。

“伪科学”内容也屡见不鲜。来自北

京的年轻妈妈王女士说，她在短视频网

站关注了许多育儿账号，后来慢慢发现

这些育儿账号主体身份混乱。有的育儿

自媒体账号名叫“某某育儿经”，账号认

证主体不具有任何医疗教育背景，却经

常发布一些所谓的育儿知识，例如“多吃

葡萄能让宝宝的眼睛又大又亮”。

“这些自媒体动辄就有十几万浏览

量。”王女士说，有的育儿自媒体甚至热

衷于拍摄各类短剧，为了增加可信度，套

个白大褂就装作是医生，自导自演一些

就诊情景，严重误导家长。

医疗科普套路多
诱导用户花钱咨询或高价买药

在欧先生浏览的视频左下角，有一

个名为“幽门螺旋杆菌专病中心”的链

接，点击该链接后，跳转到一家互联网医

疗服务平台。欧先生说：“我不清楚在视

频上附链接是平台行为还是医生行为，

总之页面显示的内容跟那位医生毫无关

系，也不是医生所在医院的网址。”

记者在欧先生提供的短视频平台上

搜索相关医疗科普内容发现，经常会在

视频左下角出现其他平台的跳转链接。

里面除了针对相关疾病的知识科普，还

带有在线问诊功能，根据图文、视频、电

话等问诊方式和医生资质的不同，收费

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快手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伪科

普”都带有非常显著的动机，通过塑造专

业身份，冒充医生，抓住人性弱点，诱导

用户花钱咨询或高价买药。

来自上海的谢先生2023年初在搜索

平台浏览口腔相关内容时，页面不时弹

出“权威专家在线问诊”提示。“当时牙疼

得厉害我就点开了。”谢先生说，系统首

先要求将性别、年龄、病情等基本信息录

入，然后他花费30元选了一位自称是三

甲医院的医生。

令他没想到的是，进入咨询页面后，

只能向医生提问几个问题，若想进一步

咨询，就要加医生的微信。“本来我都已

经付了钱，但加医生微信后，还让我转账

10元才能继续咨询。”他说，微信问诊结

束后，医生给他开了药，并让他回到最初

的问诊平台，通过该平台提供的链接去

购药。

伪科普危害大
整治须加强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

速，有效整合了医疗资源，改善了患者就医

体验。我国短视频用户数超9亿，越来越多

患者通过短视频获取健康知识。然而，

“伪科普”阴影下，患者上当的代价不仅

是金钱损失，更有人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

医师周松告诉记者，去年一位年轻病人

父母找到他，说患者听信一位自称是名

老专家的话，吃了半年网上宣传的“祖传

秘方”中成药，不仅没治好原来一侧股骨

头坏死症，甚至引发了双侧股骨头坏死。

“有些药品，特别是网上卖的一些中

成药，既没有国家统一批号，又没有生产

厂家等详细信息，属于三无产品。”周松

说，一些医生并不只是科普，可能还带有

推销产品、药品或是招揽病人等目的。

此外，有些机构会跟医院或医生建

立合作关系，帮助他们打造网络人设、运

营个人账号。

从事互联网营销策划多年的赵强

说，这些账号在积累到一定粉丝后，会走

一条“涨粉—带货—变现”的商业路径。

“简单来说就是先将账号塑造成专家、过

来人，通过图文视频吸引流量，之后通过

私信免费赠送治疗方法、加入粉丝群等

手段，实现带货变现。”

多位受访社交平台医疗板块负责人

表示，对于流量的迫切需求，会使这些

“伪科普”持续与平台监管策略对抗。“比

如有账号用循环背景素材直播，并通过

评论、贴图等方式非正规导流，平台识别

难度较高。”

对抗“伪科普”伤人，患者需要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去医院官网对医生进行

身份验证，以及通过互联网医院接受正

规的线上诊疗服务。此外，对于患者“投

诉无门”的尴尬处境，应明确相关责任主

体部门，建立权责清晰的市场监管机制，

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据新华社电半月
谈记者梁姊闵尊涛杨稳玺陈柱佐）

套个白大褂，假装是医生！
警惕网络“伪科普”伤人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邓孟、郭明
芝）2月23日，第三届“天宫画展”在中国空间

站开展。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

乘组在轨展示和介绍了新时代青少年畅想中

国式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本届画展自 2023 年 10 月正式启动征

集，最终53幅画作从2万多幅报名作品中脱

颖而出，随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

站。据介绍，画展以“孩子眼中的中国式现

代化”为主题，围绕“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等专题进行展示。

来，逛下第三届“天宫画展”
神十七航天员在轨展示介绍优秀作品

2月23日，神舟十七号航天员在轨展示和介绍第三届“天宫画展”作品。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南京2月23日电（记者王
珏玢、邱冰清）24日将迎来元宵佳节，当

日20时30分可以欣赏到农历正月的满

月，这也是2024年度中的最小满月。中

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专家介绍，

今年元宵节的满月有“三巧”：一是满月

发生在元宵节当天；二是恰逢年度最小

满月；三是满月时刻正好在晚饭后，阖家

赏月正当其时。

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说，

“三巧”背后其实都有天文学知识，前两

巧比较容易理解。天文学中，当月球与

太阳的视黄经相差 180 度时，称作

“望”。这时，地球处在月球和太阳的中

间，月球朝向地球的部分被太阳完全照

亮，从地球上看去，此时的月亮最圆，也

就是满月。

满月可能出现在农历月的十四、十

五、十六甚至十七，我国民间早已流传着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句俗语。满月落

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天，实为一巧。一

个公历年的12次或13次满月，还有远近

之别。今年元宵节当天的月球正好位于

远地点附近，而且是最接近远地点的一

次，因此这个满月也是年度最小满月，较

为少见，是巧上加巧。

至于第三巧，即满月出现在晚饭后

不久，适合观赏。王科超介绍，从概率上

看，满月可能出现在“望”这一天的任何

时候，并不都能被人们看见。想要观赏

到满月时刻，需要满月出现在月升之后。

“今年元宵节的这轮满月，晚饭后举

头望月正当其时。满月前后的几个小时

里，月亮的‘相貌’都和满月时刻非常接

近，因此今年的整个元宵夜，都很适合阖

家赏月。”王科超说。

今年元宵满月有“三巧”

看，元宵夜邂逅年度最小满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