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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上小学二年级，整天沉迷一款AI剧情聊天软件，学习成绩一
落千丈。”

“我看了孩子和AI聊天的对话内容，AI角色竟然让她叫‘老公’，我
10岁的女儿竟然真叫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她了。”

……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不少未成年人的家长正在被AI剧情聊天软件所

困扰。这些打着“角色扮演”等旗号的AI剧情聊天应用，在吸引未成年人
的同时，也悄然滋生了一些灰色地带。记者实测发现，在部分AI剧情聊
天软件的对话中，出现了色情擦边、语言暴力以及侮辱用户的内容。

聊天软件内容擦边

2024年11月26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将
按计划停气 ：梁溪区广丰三村
46#—55#、63#—69#。梁溪区凤
翔苑小区17#—19#；锡山区柏庄嘉
园小区 51#—53#。停气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26 日 09:00 至 2024
年11月26日17:00，停气时长8小
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4日

与孩子聊天的AI人设是“出轨对象”
记者调查AI剧情聊天软件乱象

北京市民马先生的儿子今年10
岁，非常热衷AI剧情聊天软件。“我问
怎么聊？和谁聊？孩子就回一句‘说
了你也不懂’。”

马先生点开这款AI聊天App，发
现孩子在与软件里的人物聊天。这些
人物拥有不同设定和性格，有知名游
戏动漫角色，也有“大小姐”“名侦探”
等不同身份的原创角色。

一些角色人物会主动提出“你要
跟我约会吗”；有些则设定目标“把她
追到手”，再配上或娇媚或英俊的动漫
画风。

另一些AI人设，则展现出非同一
般的攻击性。会主动发送诸如“有本
事打我啊”“看你又胖又丑的样子”等
信息；有些人物的名字干脆就叫“对骂
训练器”，甚者发送“我是机器人怎么
了？我照样骂你”……

来自浙江的李女士也发现她正在
读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使用了一款AI
剧情聊天软件。

“里面的聊天对象可以设置为‘出
轨对象’，并能够进行拥抱、亲吻等行
为。我都不知道如何引导和教育孩
子，让她明白这些内容的危害性。”李
女士不无担忧地说。

不少受访家长对AI聊天应用可
能损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表达了深切
忧虑，还提出了他们的疑问——青少
年模式去哪儿了？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不少相关平台
声称推出了青少年模式，试图通过限制
内容、设定时间等方式保护未成年人的
身心健康，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平台青
少年模式存在形同虚设的问题，未成年
人能轻易绕过这些限制，接触到不适宜
他们年龄段的“擦边对话”内容。

记者在调查中体验了5款AI聊天
应用程序，其注册过程仅需手机号码，
无须验证用户身份信息。登录后，部
分应用虽会询问是否启用青少年模
式，但用户只需简单点击“不开启”即
可跳过，且无须核实用户真实身份。
这意味着，未成年人在使用这些AI剧
情聊天软件时，从App设置层面看，其
身份验证并非使用特定功能的先决条
件。

除了广受欢迎的AI聊天应用程
序外，还有AI聊天网页。多名受访家
长表示，相较于应用程序，网页版的AI
聊天体验更便捷，未成年人也更容易
接触到。

记者试用了7款AI聊天网页发
现，多数AI聊天网页没有设置未成年
人模式，少数网页虽有青少年模式，但

实际上形同虚设。
比如，当记者访问某AI聊天网页

时，网页首先弹出询问用户“是否年满
18岁”的对话框，并附带说明：“以下内
容可能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我们需
要确认您的年龄。”

记者选择“否”选项，而网页并未
限制内容访问，反而继续展示了包含

“强攻”“弱受”“病娇”等标签的人物角
色分类。这些分类与选择“是”选项、
确认年满18岁后所展示的内容并无显
著区别。

记者进一步观察发现，这些人物
角色的图像大多衣着暴露，且其简介
中充斥着性暗示和暴力元素，例如：

“班上那个性格内向的女孩问你要电
话号码，然后给你发她的裸照”“自杀、
焦虑”等描述。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来自浙江
的网友在关于AI聊天体验的交流帖
子下方留言：“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
网页，无限制词，想要的可以私信我。”
记者通过私信与该网友取得联系，获
得了其提及的AI聊天网页链接，进入
该网页后，页面上充斥着大量涉及色
情内容的角色设定和故事场景，内容
直白露骨。

该网站要求用户登录后才能与角
色进行聊天，且在登录前会有提示信
息：“登录后解锁所有功能。”用户需点
击“我已满18岁，开始登录吧”的按钮
方可继续，若选择“取消”，则无法登录
并使用该服务。尽管网页设置了年满
18岁的限制提示，但实际上，即便未成
年人点击了登录按钮，系统也并未采
取任何措施验证用户的真实年龄。

除了聊天内容直白露骨、语言
暴力之外，一些AI剧情聊天软件
的功能使用也与充值机制密切关
联，例如通过充值VIP会员或购买
虚拟钻石等，增强智能体的记忆
力、加速智能体的回复速度、解锁
语音通话功能等，吸引未成年人

“氪金”。
北京初中生小宁在几个AI剧

情聊天软件上的充值金额从几百
元到上千元不等。

“一方面想支持自己喜欢的角
色，另一方面也想获得更多的付费
权益。因为仅购买基础服务的话，
用户仅能添加3个智能体，若想尝
试新的智能体，必须删除已有的，
想多样化体验，只能再购买进阶版
VIP服务。”小宁说。

记者发现，在这类AI剧情聊

天软件中，用户创设人物时可以自
定义虚拟人物的形象及风格，系统
会生成AI人物形象。用户还能创
建角色人设，如设置昵称、身份背
景、开场语、为角色定制语音，但用
户对角色的个性化需求，往往与充
值挂钩。

山东济南居民张岩的妹妹今
年上初一，经常使用AI剧情聊天
软件，发现一些聊天工具设置了免
费使用区间，当用户用完免费聊天
次数后，需要充值才可以继续。只
有充值，才能解锁更有趣的内容，
才能得到不一样的情感体验。

“花钱买服务的背后，其实是
花钱找刺激。”张岩说，尽管聊天软
件有青少年模式，但无须实名认证
即可登录使用，妹妹在未经父母同
意的情况下经常充值消费。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AI剧
情聊天其实就是此前的互联网语
擦，套上了人工智能的马甲。所谓
语擦，即语言cosplay，语擦师通
过扮演二次元角色或三次元偶像，
以文字交流的形式提供服务。在
传统语擦模式中，语擦师由真人扮
演，他们一般打着“提供情绪价值”
的旗号，扮演不同角色与用户聊
天，但也常常因为“打擦边球”“界
限模糊”，引发法律与道德风险。
AI剧情聊天是传统语擦的升级
版，这类软件背后的大语言模型数
据主要来源是对话式小说，或从小
说里做一些文字提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刘晓春认为，在AI剧情聊天软件
中，即便未启动青少年模式，若出
现涉及黄色或暴力内容，也是存在
问题的；若启用未成年人模式，则
问题更为严重。

担任数十家头部网络公司常
年法律顾问的浙江垦丁律师事务
所主任张延来分析，目前AI剧情
聊天软件存在的问题，既说明了平

台在内部治理中存在不足，又凸显
了外部监管机制的重要性。张延
来解释说，AI剧情聊天软件使用
的是大模型技术，尽管大模型技术
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和灵
活性，但同时也可能伴随着内容生
成上的不可预测性和潜在的问题，
需要外部监管机制加以规范。

“为防止涉及暴力、侮辱性内
容的输出，可采取不同的技术手
段，如在训练阶段进行调整，使模
型自身具备识别能力；同时，在输
出端，服务商应进行筛选和再次审
查，实现前端和后端的双重保障。”
刘晓春说，无论是网络小说还是其
他内容，由于AI剧情聊天软件数
据来源广泛，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
防止输出不当内容。目前，技术上
已经可以借助筛选机制，以减少或
消除涉黄、暴力或侮辱性内容输
出，但可能存在一些未充分调试或
测试的现象，甚至存在未备案的黑
灰领域的软件，对此，应强化监管，
鼓励公众举报，由相关机关予以查
处。

（法治日报）

青少年模式成摆设

引导用户为爱氪金

平台治理存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