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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是什么之王？哥哥
姐姐们看这里。”在某直播
间里，主播拿起手机，屏幕
上显示的是一张网页截图，
写着“生命的火种”“长寿元
素”“抗癌之王”等。

在主播口中，这一枚枚
绿色的硒片简直“包治百
病”。“平时这儿高那儿高
的，感觉浑身都不得劲，都
是因为硒元素在流失。”

“20、30、40、50、60都可以
吃，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感觉身体明显走下坡路
了，小心脏老是突突的，要
赶紧补硒了。”

100 多元就能买到的
“长寿元素”“抗癌神药”，猛
一听颇有诱惑力，直播间显
示的月销量在 6000 单以
上。从商品评论看，老年消
费者不在少数，有的一次购

买十几瓶，“给全家人都吃
上”。

然而，记者在外包装上
看到，该硒片并非药品，而
是“压片糖果”，配料表中排
在首位的是山梨糖醇，一种
不挥发多元糖醇，常被用于
食品中作为甜味剂、保湿剂
等。

“在全国多数地方，人
们可以从常规食物中获得
足够的量，缺硒并没有成为
公共健康问题。”食品工程
博士、科普专家云无心通过
个人微博公开表示，“补硒
抗癌”没有充足的科学依
据，“富硒食物抗癌”更只是
一个营销概念。

将普通食品吹出功能
疗效的营销在直播间里屡
见不鲜。“今天还在吃饭，明
天人没了，身边的这种事还

少吗？大家不要有侥幸心
理，尽快吃上。具体能解决
哪些问题，小助理给大家打
在了公屏上。”一家推销“纳
豆激酶”的直播间里，主播
话音刚落，公屏上便显示了
一系列疾病名称及疗效，包
括降血脂、血压、血管堵塞、
血糖高、尿酸数值不正常、
失眠多梦等。这款产品同
样属于压片糖果。

事实上，纳豆的所谓长
寿功效早已被学界祛魅。

“纳豆本质上就是一种发酵
豆制品，纳豆激酶是纳豆提
取物的主要功效成分，它可
以分解蛋白纤维，产生一定
的抗血栓作用，但是想达到
类似药物的效果并不现实，
无需神化纳豆提取物的功
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
注册营养师顾中一表示。

黑话躲避监管，食品能治百病

直播间保健品盯上老人买药钱人买药钱
“马上就到5·17了，就是‘我要硒’，是全民科学补硒日。”网络直播间里，主播一边展示

商品，一边拿起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抗癌之王”的字样。
今年4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在直播营销中，

平台、直播间和主播“人人有责”。主播不能张口就来，然而，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量主播带
货时利用老年患者急切治病的心理，鼓吹食品能“包治百病”，“收割”老年人。

网友“翻滚吧花花”的经
历引发热议后，拥有105.5万
粉丝的涉事账号已被封禁。
截至发稿前，平台已经下架了
相关产品，但对该涉事主播的
处理结果尚未公布。

“依据广告法来说，除了
药品、医疗和医疗器械，其他
任何产品都是不能宣传具有
治疗疾病功能的，就连医疗用
语都不可以使用。在这个层
面，不管主播是明说还是用暗
号，比如小糖人之类的，都没
有实际的差别。”在中国法学
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此类问
题的症结在于，直播带货中主
播的口播宣传到底算不算商
业广告、什么时候才构成商业
广告，目前仍未有定论。

陈音江解释，如果不构
成商业广告，就算存在虚假
夸大宣传等问题，也是事后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承担虚假
宣传的责任。而一旦构成商

业广告，就要纳入事先监管，
受到更多且更具体的法律条
文的约束。

今年7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将正式生效。《条
例》通过将规范性文件《网络
直播营销管理办法》中的相关
内容上升为法定义务，明确了
平台、直播间和主播“人人有
责”。

“网络直播平台对规范主
播行为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通过实时监控等数据手段对
内容进行审核和管理，采取相
应措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和信息的真实性。”陈音江
谈到，如今“万物皆可直播”，
面对海量主体，事前监管压力
不小，但从消费者角度，缺少
了事前监管的守门把关，加上
大量主播和经营主体的素质
参差不齐，遭受各种虚假夸大
宣传欺骗或误导的可能性就
会大幅增加。

（北京日报客户端）

基于广告法的规定，各
短视频平台的规则中明确
了大量禁用词，包括降糖、
活血等病理性术语，高血压
等疾病及病患名称，防癌、
抗癌等医疗效果词语等。
在宣传化妆品、食品等商品
时出现这些禁用词，直播间
会面临减少曝光甚至永久
封禁账号等处罚。

直播间里的主播们是如
何绕开监管的呢？近期，网
友“翻滚吧花花”发布的一则
视频，揭开了秘密的一角。

“翻滚吧花花”称，自己
为给母亲治病已负债20万
元，母亲却将买药钱全部花
在了直播间，购买某百万级
主播张某口中“防癌”化妆

品。“让你的家庭再也碰不
到这个字，两个点、一个广、
三个口、一个大山的山。”据

“翻滚吧花花”晒出的截屏
记录，直播中，该主播并未
直接说出“癌”这一字眼，网
友们却依据其描述，在评论
区齐刷刷地打出了“癌”字。

记者连续数日蹲守多
个直播间发现，明示或暗示
食品、护肤品等具有治疗疾
病功效的主播们，一般不会
直接说出与疾病相关的字
词，而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代
号，故意不好好说话。

“咱们这个膏方是草本
萃取，没有某添某加，小甲、
小肺、乳宝宝都可以用。”在
某直播间里，主播手拿一个

小罐子，正在热情地推销。
这种怪异的表达方式让很多
初进直播间的网友摸不着头
脑，但稍加思考就会恍然大
悟：“没有某添某加”指代的
是无添加，“小甲、小肺、乳宝
宝”指代的是甲状腺结节、肺
结节和乳腺结节的患者。

糖尿病患者叫“小糖
人”，看病叫“看白大褂”，老
中医叫“老中中”……直播
间里不仅是“黑话”盛行，甚
至，主播还会刻意使用错别
字。以该款膏方为例，直播
页面中显示“有结？进！把
结疏一疏”等字眼，但仔细
一看，所有的“结”字都少写
了一笔，要么少一横，要么
少一提。

用“黑话”成功躲避监管
后，为了让老人相信小小药
片能有大大疗效，主播们还
准备了另一层话术——不满
意有保险。李女士一家就对
此苦不堪言。

李女士回忆，去年父母
买过一种饼干，一包70多块
钱，“具体多少克不记得了，
反正挺小的，就比一包奥利
奥长一点”。主播说能治胃
病，但其实就是普通饼干，这
样的事频频发生，为此两代
人吵了不少架。李女士曾偷
偷看老人手机里的浏览记
录，发现直播间里的主播有
不少惯用话术，正切中老年
人的心态。

“先跟你说有运费险，七
天无理由退货，让你先买 6
瓶、8瓶的，打开一瓶吃了不
合适，能免费退。但一买回
来，老人也不退，跟我说至少
要吃一个周期才能看到效
果。”令李女士深感无奈的
是，每一次她都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但老人油盐不进，对

自称“老师”的主播们深信不
疑。“老人还反复跟我说，人
家有保险公司的认证，质量
肯定好。”

保险背书可信吗？记者
浏览直播间看到，大量保健
食 品 的 外 包 装 上 都 印 有

“PICC中国人民保险”“本产
品由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等
字样。一位主播在介绍时更
明确说：“我们的产品是人保
认证的，交了几十万的保证
金，你的产品质量要是不过
关，是不会给你认证的。”

为此，记者通过网络渠
道与此类保险代理商取得了
联系，对方表示，只要提供营
业执照和产品名称，花费三
千元到四千元不等，就能拿
到人保或太平洋保险的认
证，“慢的话三到五个工作日
也能办下来”。该代理表示，
还可以为公司办理“一带一
路”国宾伴手礼的认证，“这
个显得更高档，之前是一万
五一年，现在名额比较紧
张。”

乱吹

（（河北日报河北日报 王鹏王鹏 绘绘））

不得劲就能吃的神药是糖果

伪装 躲避禁用规定疾病都有小名

话术 有保险能退货质量信得过

声音 万物皆可播时平台应加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