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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医生在直播过程中带货，也
让孙婷尴尬不已，她认为“这一行为
严重损害了医生群体的形象”。

今年第一季度，某头部直播平台
数据显示，一些紧跟热点、口才出色
的医生入驻平台短短几个月，粉丝量
已达到百万级。记者在该平台“用
户”栏输入关键词“医生”，经不完全
统计，在显示页面上粉丝量多达百万
的“网红医生”有近百人。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强大的市
场、用户需求以及“网红医生”自带的
私域流量，让资本看好这些“网红医
生”的变现能力。“‘网红医生’通过打
造自身 IP来提升门诊量，以直播带
货、直播打赏、橱窗带货、在线问诊等
形式变现。”

而实际上，平台带货商品种类并
未完全放开。记者注意到，医生与某
直播平台签署的“承诺函”中也明确
表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医疗、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等广告，不以任何形式引
导用户就诊”。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周
琳说，在未经亲自对患者诊疗的情况
下，医生不应在直播中贸然介绍和宣
传任何药品及器械，以免对普通大众
造成误导，致其对药品和器械使用不
当发生事故。

那么，医生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
里？“执业医师作为注册在医疗卫生
机构中的专业医师，应严格在执业机
构中执业。因此，‘网红医生’在网络
平台中科普健康医疗知识，并不被法
律所禁止，产生的报酬应作为其业余
收入，但如果是以注册医师名义在网
络中开展诊疗活动而获得利益，应当
被法律所限制。”布和说。

正因为如此，受访专家一致认
为，医生直播的主流内容应是医学科
普。

“医生通过直播科普医学健康知
识，既是医生的义务，也是其对健康

中国的贡献，本应得到支持和提倡，
但前提是应符合医生执业规范的要
求。这种科普对象是普通大众，因此
医生要通过简单通俗的方法让公众

接受，且能快速学到一些基础知识。”
邓利强提醒，医生在直播时一定要分
清楚科普和在线问诊的区别。

（法治日报）

医生直播热：患者隐私权如何保障？
“太普遍了，不只我们医院的很多医生在做直播，其他医院同样如

此，但很少有人考虑过直播的边界。”作为一家国内知名医院的中层管
理者，孙婷（化名）对身边越来越多的同行投入直播感到担忧。

随着互联网医疗和社交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通过直
播方式进行医疗科普，但其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却鲜有人注意。比如，在
诊室边问诊边直播，看似鲜活却暗藏侵害患者隐私权风险；直播时根据
患者病情给出治疗方案，看似可以给网友提供借鉴，却可能违反医师法
相关规定。

最新修订的医师法将于明年3月1日正式实施，新法对医生在网络
自媒体上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要求和限制。采访的专家认为，医生通过
网络直播科普医学健康知识应得到支持和提倡，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医
生执业规范的要求，对于科普与在线问诊应区别对待。

11月20日晚上7时20分，记者
进入上海某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赵
海（化名）的直播间。这是他在某平
台的第二场直播，为了保障直播顺利
进行，他提前10分钟“入场”，调整设
备、试麦。直播时长30分钟，包括15
分钟科普、15分钟互动答疑。

这场直播的主题是“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什么情况下该做置换手术”，
赵海从背景、诊断等方面作了具体介
绍。在互动环节，网友陆续抛出问
题，赵海从中挑了6个进行回答。

晚上8点，直播结束。当天共有
672人观看了这场直播。

谈及做直播的初衷，赵海说，一
方面是为了帮助他所建的几个病友
群里的新老病人答疑解惑；另一方面

是希望将自己在关节领域所了解的
知识和经验分享给网友，通过医疗科
普惠及更多人。

如今，随着互联网医疗和社交平
台的发展，加上疫情影响，像赵海这
样通过直播方式进行医疗科普的医
生越来越多，他们在短视频领域积极
打造属于自己的私域流量。

来自波士顿咨询《医疗健康行业
数字化发展趋势》的数据显示，目前
已有超过50万名在线上平台注册的
医生，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医生对网络
直播很有兴趣，愿意尝试。

记者在多个平台采访多名直播
医生发现，直播打赏、付费咨询是他
们的主要变现手段。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

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认为，
在“看病难”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的大背景下，更多医生上网直播、在
线问诊，是一件多赢的好事：对患者
来说，可以得到专业人士的专业意
见；对医生来说，可以科普医学健康
知识实现自身价值，有的医生还可以
额外得到一笔收益；对医院来说，以
新的渠道搭建新的医学咨询、专业服

务模式，可以腾出精力更专注于诊
疗。

不过，随着触网医生人数增多，
在商业化驱动之下，一些事情正在悄
悄发生变化。患者入镜、诊室直播甚
至直播带货等挑战职业伦理和法律
边界的直播行为不时出现，一些医生
直播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轨道——这
正是孙婷担忧的地方。

涉嫌侵犯患者隐私 诊室直播易生纠纷

在北京某医院的诊室，患者刘颖
（化名）前来就诊。坐好后，她发现医
生一边问诊，一边对着手机讲解。原
来，这位医生在给她就诊时也在做直
播，这让刘颖感觉很不舒服。由于她
的病情不复杂，诊断过程很快就结束
了，她便放弃了阻止医生行为的想
法。但过后，她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孙婷所在的医院也普遍存在这
种现象，有的患者还因医生在诊室直
播而产生医患纠纷，拨打“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医院。

“医生觉得让患者入镜，通过患
者病例进行科普会更加鲜活，因此这

种形式很受医生青睐。”孙婷说，但从
患者角度来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
坐进诊室，医生一边问诊还要一边录
视频，患者的就医体验当然很差。

更让孙婷担心的是，这背后可能
还存在侵犯患者隐私权等法律风险，
会给医院管理带来一定隐患。

对此，北京宣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杜秀军分析认为，医生在诊室边问诊
边直播，首先可能侵犯患者或其他无
心进入镜头的人员的隐私权或个人
信息权益；其次可能在诊疗过程中分
心而造成医疗事故，需要承担过错诊
疗的赔偿责任。

“如果医生要在诊室边问诊边直
播，最好经过所在医疗机构同意，向
需要入镜的患者和其他人员明确告
知，并经患者和其他人员同意。直播
过程由诊疗医生之外的专人负责，医
生本人应专注诊疗过程。”杜秀军说。

记者观看了多个诊疗直播发现，
很多医生在直播时，没有将镜头对着
患者脸部，或者对患者头像打了马赛
克，但保留了患者的原声。对此类直
播，受访专家均表示不赞同。

在杜秀军看来，即使患者的脸没
有入镜，也需要经过患者同意，因为
他人可能通过病情信息和其他信息

确定患者，这种情况仍然可能侵犯患
者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益。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权益合
伙人律师布和还提出另外一种风险：
医生在直播时根据患者的病情给出
治疗方案，并传播到网络上，这种行
为也涉嫌违反医师法相关规定。

“医生未经亲自对患者诊查、调
查，而将其诊疗方案无差别地上传至
网络，且未对视频诊疗方案进行任何
处理或风险提示的情况下，易对不具
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普通大众造成误
导，造成患者延误治疗、错误用药、加
重病情等损害结果。”布和说。

直播带货损害形象 产品宣传须有尺度

2021年12月14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将

按计划停气：周新苑五期，停气时

间为2021年12月14日09:00至

2021年12月14日17:00，停气时

长为8.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2日

2021年12月14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将

按计划停气：团结二村65#-70#，

停气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4 日

08:00至2021年12月14日17:00，

停气时长为9.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