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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宵鹏

□ 本报见习记者 李  雯

  惊 悚 悬 疑、热 门 I P、冒 险 解 谜、真 人

NPC……因其沉浸式的体验，密室逃脱成为年

轻人中最潮的娱乐游戏。但密室逃脱环境常常

比较昏暗，还有追逐、惊吓等活动，玩家受伤时

有发生。针对此类侵权纠纷，应当如何依法界定

与规制，引起社会的关注。

  近日，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未成年人密室逃脱受伤侵权案，依法判决

被告某密室逃脱娱乐室和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承

担侵权责任，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好奇参与游戏

不慎跌倒摔伤

  “听说有家密室逃脱很恐怖很好玩，咱们一

起去吧！”

  “走走走，我一直想去呢……”

  2022年10月，15岁的小涵（化名）与另7名同

学相约，在某平台人均花费89元购了票，一起前

往承德市一密室逃脱娱乐室去体验青睐已久的

沉浸式密室逃脱游戏。

  该娱乐室接待服务区悬挂有“古村中学”主

题游戏宣传画，但背景昏暗、宣传字体呈血迹流

动状，并标明该游戏主题特色为“悬疑、恐怖、剧

情”，宣传画下注明有“14岁以下不建议游玩本

主题”字样。

  游戏开始前，8名同学在密室逃脱娱乐室

工作人员指导下签订了内容为：“游戏期间因

个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大幅度动作，误伤自己，

由本人承担完全责任”的实景恐怖密室体验免

责声明。

  小涵等8名同学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开

始了游戏。

  昏 暗 的 灯 光、狭 窄 的 通 道、陈 旧 的 设

施……在密室中，呼吸声和脚步声显得异常清

晰，让人不禁毛骨悚然。就在这时，小涵因受惊

吓，在逃跑过程中不慎跌倒，致使双腿摔伤，不

能行走。

  随后，小涵打电话给父母，父母带其到承德

市中心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膝前交叉韧带胫

骨止点撕脱骨折、左胫骨平台骨折，需住院手术

治疗。小涵在该医院住院手术治疗12天，于2022

年10月13日出院，两周后到医院复查，又做进一

步治疗，共计99天。

  经司法鉴定所鉴定，小涵受伤后的护理期

为90日、营养期为60日，经济损失共计5万余元。

  事故发生后，小涵的父母多次联系密室

逃脱娱乐室负责人，要求赔偿。该娱乐室认可

在店内发生事故，但拒绝承担赔偿义务，于是

小涵将该娱乐室和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

被告各执一词

互相推诿责任

  事发后，二被告对责任认定提出异议。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认为，娱乐

室的员工已明确告知原告游戏的各种规则及游戏的注意事项，并且询问了

原告家长是否知晓，原告及同行同学均称家长已知晓，并在入场须知通知单

上签字。

  同时，娱乐室表明，工作人员在原告摔倒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该游

戏是本着双方平等且沟通一致情况下进行的，游戏场景地面墙面平整，无任

何障碍物，并做了相应防护措施，根据监控也可以看出原告是在跑动过程中

自己绊摔，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另一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密室逃脱娱乐室在保险公司处购买了公众责

任险，保险公司在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但本次事故的发生，娱乐

室尽到了必要的管理义务，原告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的责任。另外，原告主

张的具体金额过高部分费用应不予支持。

  原告小涵的父母称，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于2022年6月联合出台的

《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明确，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内的剧

本娱乐活动不得含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应当

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

位置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因此，事发时原告一行人均为未成年人，被告不应当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该游戏场所，且原告的摔伤责任在于密室经营者未尽到提示警示义务以及

安全保障责任，原告等8人所签订的“免责声明”属于格式条款，该份“免责声

明”没有效力。

免责条款无效

侵权责任成立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点：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是否应

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与原告小涵等8人签订的“免责声明”是

否有效；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首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

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安全标准，采取相应安全保护措施。对可能存在安全

风险的设施，应当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标明适龄

范围和注意事项。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古村中学”游戏脚本备案登记时注明的是“适龄定为18周岁以上”，内

容的设定也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因此该游戏并不适合未成年人参

与。此外，该娱乐室通道狭窄、光线昏暗，未发放或要求佩戴安全护具，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免责声明”并不意味着安全保障义务的免除，“免责声明”合法与

否应当依照其内容和条款来认定。我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明确，由于经营

者责任而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消费者依旧可要求经营者

承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其他民

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因原告小涵为未成年人，未

有证据证明原告签订上述免责条款时取得了监护人的同意，因此该“免责声

明”应属无效。

  该娱乐室投有公众责任险，依合同约定，被告保险公司按份额赔偿后，

原告剩余损失应由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承担。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

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4万余元；被告密室逃脱娱乐室赔偿

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1万余元。

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醒，密室逃脱场所经营者应自觉规范经营管理，切实维护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是监护人的应有职责，监护人

应认真教导未成年人谨慎进入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游乐场所，适度监督未

成年人的日常消费等，避免类似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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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天骄

  一个白色的、半个食指大小的塑料瓶，上面

除了贴着“口腔溃疡”4个字外没有任何其他说

明……北京东城居民汪女士下班回家后，发现客

厅桌子上突然多出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原来，汪女士的母亲经常嘴角生疮，几天前

在浏览某二手交易平台时，看到一款号称“口腔

溃疡秘药”的商品，因为卖家在商品简介中称是

“口腔溃疡散，老一辈传下来的”“对口舌生疮、

嘴角疮、口舌糜烂等有奇效”，于是立刻就下

了单。

  “这所谓的‘药’，不仅没有任何使用说明，相

关标准、批号、规格、成分等更是完全没写，不就

是自制的‘三无’产品吗？二手交易平台怎么还能

随便卖这种东西？”汪女士感到不对劲，直接将其

扔进了垃圾桶。

  汪女士的担忧不无道理。《法治日报》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不少用户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售卖药

品，包括已拆封的药品、国外药品、“祖传秘方”、

自制中药以及中药材等。这类卖家通常没有相关

经营资质，各种内服或外用的药品却通过二手交

易平台悄然流通。

  受访专家指出，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上

市、流通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售卖也有

资质要求。二手交易平台中的多数药品交易不仅

不能保证质量，甚至不能保证药品的品名和内容

物一致，有很大安全隐患，必须禁售。在二手交易

平台涉药买卖的问题上，各方主体应积极配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药品市场秩序和消费

者权益。

祖传秘方充斥各大平台

声称超强药效包治百病

  按照汪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在某二手平台

上找到了一位售卖口腔溃疡散的卖家。

  在一款标价50元的商品详情页中，卖家详细

介绍道：“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秘方，纯中药成

分……老一辈人机缘巧合下有这配方，一直以来

是家里人配着自己人用，后来村里和外面找的人

越来越多，有的大老远找人捎或是开车来，都反

映很好用，而且是神效……”

  此外，卖家还特意提示，该款药婴幼儿也能

用，甚至是“立竿见影，婴儿长口腔溃疡，哭闹不

止，不睡觉不喝奶，用完药就可以正常喝奶，安稳

睡觉”。

  记者私信联系卖家后，对方回复称“方子是

祖上传下来的”，至于是否有行医资格证、经营资

质、药品是否有国家批号等问题，对方称：“就是

自己家做的，原料很安全，信就买。”

  记者购买后发现，和汪女士描述的一样，药

瓶非常小，而且瓶身上除了贴纸上“口腔溃疡”四

个字，再无其他任何文字说明。打开盖后，内里是

黑灰色粉末，瓶口并未塑封，已有些许撒漏，干燥

剂就皱缩地挤在瓶子里。

  随后，记者再次联系卖家，询问“为何没有成

分等相关说明”，对方称：“成分就是大枣、明矾等

可食用成分，不用担心。”然而，当记者提到其在

商品简介中称“纯中药”“多种中药熬制而成”，并

询问“到底有什么中药”时，对方却表示不方便透

露，只是一味催着记者确认收货。

  次日，当记者再次浏览该商品简介页面时，

发现了一些变化——— 卖家的昵称和头像都换了，

原本标题中的“祖传秘方”“纯中药”，只剩下了

“祖传方”。简介中提到的“中药”相关文字和涉婴

幼儿使用内容全都被删掉了。

  像“口腔溃疡散”一样的所谓“祖传秘方”，在

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很多。近日，记者以“秘方”“祖

传方”“秘药”等关键词在多个二手交易平台进行

检索，找到不少卖家自称所售药品是“祖传秘

方”，家中是中医世家，但拿不出任何行医凭证，

所售药品也无任何官方资质。

  例如，一位名为“古法护肤中药”的卖家，售

卖的一款“党参十全大补中药精华水”，号称有

“八味中药，补水保湿美白淡斑修复滋润十全大

补，是市面上没有的产品，市面上没有的浓度”。

这款100毫升售价138元的精华水，在商品配图中

就是装在透明玻璃瓶中的棕色液体，瓶身上空空

如也。

  当记者询问能否告知药品成分时，卖家三缄

其口：“这是秘方，透露会被人盗用。”该商品页面

显示的卖家位置为“北京市朝阳区”，但卖家说是

自己随便选的，实际位置在四川成都。

  在另一名为“快递百货母婴馆”的卖家名下，

有一款简介异常丰富的“神药”——— 这个号称“3

斤药材只出10瓶，超强药用级，绝版独家”的“皇

家阿曼绿乳秘方肚脐丸”，破价销售仅需38元还

包邮。

  这名卖家说，其祖上是当地知名老中医，家

人还有在药厂上班的，很多提炼技术都属于个人

秘方，原材料则是来自深山药材老根部位。至于

药品功效，卖家更是夸下海口：能治百病、活血化

瘀、抗氧化、抗衰老、抗癌、修复细胞活性……

  除各种“祖传秘方”外，二手交易平台上还有

不少人兜售各种中医药材（原材料），来源自称是

“家里种的”“自己采的”，种类包括野山参、紫参、

灵芝等。一卖家直接放出多种中药材图片，称是

“家里收野生中药材40年了，所有中药材都是野

生的”，只要买够一斤，基本能包邮。

将吃剩的药转卖给他人

抗癌进口药也随意售卖

  记者浏览多个二手交易平台发现，除“三无”

自制“秘药”外，也有不少“二手货”是正规药品。

有卖家晒出自己购买的药品包装盒，声称这是自

己之前正规渠道买入但并未用完的药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台上直接搜“感冒药”

“退烧药”等关键词，往往会直接显示无相关商

品，但如果仅搜索“感冒”“头晕”等症状名，或者

搜索药品名称如“美林”，就能看到多个卖家在兜

售相关药品。

  在上述检索成果中，有不少“二手”药是国外

药品。例如，一名为“BABY的魔法屋”的卖家，挂

出了一款外包装上全是日文的药品，称是“针对

恶性肿瘤的进口药，不懂的不要问，对症患者便

宜出”。

  事实上，无论是“买了没用完”的药品，还是

所谓的“祖传秘方”，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私自销售

都涉嫌违法违规。

  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主任郑中臣告诉记

者，根据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药品的生

产、经营、使用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的规定。未经批准，私人不得擅自销售药

品，包括进口药品。所有药品在互联网上销售都

必须遵守《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首先，销售药品的网站必须取得药品网络

销售资格，且必须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其次，销售药品的企业必须取得药品经营许可

证，销售人员必须取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认证。此外，所有销售的药品必须取得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注册证书，并在药品包装

上标注批准文号。

  郑中臣说，对于中医药，除了遵守上述规定

外，还需要遵守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的相关规

定。例如，对于中药饮片，销售企业必须取得《中

药饮片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对于中成药，销

售企业必须确保其生产、经营符合《中成药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和《中成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

要求。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涛律师介

绍，中药与化学药、生物制品一样，系药品范畴，

其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活动，应适

用药品管理法。药品属于特殊商品，个人无权擅

自从事药品买卖活动。否则，根据药品管理法第

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监管部门有权没收销售

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销售药品（包括已

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

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10万元的，按10万元

计算。

  马涛说，进口药品在中国上市销售则须药品

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经销商须取得药品经营许

可资质，个人在二手交易平台贩卖国外进口药

品，属于药品管理法所列“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

文件进口药品”的行为，违反“禁止未取得药品批

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及“未经许可从事药

品经营活动”的规定，监管部门有权没收违法进

口、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情节严重

的，还将构成刑事犯罪。

  “此外，需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具备售卖药品

的相应资质，也并非可以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所

有药品，依法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如疫苗、血液

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不得在网络上销

售。”马涛说。

  对于自制中药，马涛认为其定性要从名称、

宣传销售手段、目的等综合判断，如涉及产品用

于治疗人的疾病，具有特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则应定性为药品。而作为药品，其生产须取得药

品生产许可证，售卖须取得经营许可证，否则构

成无证生产、销售行为。此外，如网络销售主体为

个人，其也不符合“具备保证网络销售药品安全

能力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药品经营企业”

的身份要件。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介绍，根据

法律法规，中医从业者要经过行政部门登记认

可，符合一定条件才可以取得中医医师资格证，

没有行医资格的“中医世家”是违法行医。药品必

须经过注册取得注册证书，中药饮片生产、销售

实行全过程管理，销售没有注册登记的“秘方药”

是不合法的。

  在郑中臣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医药材的来

源应当是合法、正规的渠道。如果有人声称其药

材是“家里种的”或“自己采的”，并且涉及野山

参、紫参、灵芝等珍稀药材，不要轻信。首先，一些

中药材通常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私自采

摘、销售可能涉嫌违法。其次，即使是自家种的药

材，也需要符合国家的种植规范和标准，以确保

其质量和安全。个人种植和采摘的药材可能没有

经过正规的检验和审批，其质量和安全性无法得

到保证。

严格审核平台交易信息

切实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二手交易平台的药品不能保证质量，甚至

不能保证药品的品名和内容物一致，吃出生命危

险都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些药品全是外文说明，

更无法保证用药安全。”在邓利强看来，涉药问题

容不得半点侥幸。若有人服用上述药品出现人身

损害，销售者应对此承担侵权责任，平台未尽到

法定审核义务的，药品购买者也有权要求平台承

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马涛认为，无证经营药品严重危害个体健康

或已造成身体损害的，除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

任、行政责任外，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法律

规定，如无证经营药品，且药品被检测出足以严

重危害个体健康或已造成身体损伤的，卖家可能

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如售卖药品被鉴定为假药

或者劣药的，则将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二手交易平台的交易规

则中，都将药品列入禁售/限售商品名单。也有不

少卖家因售卖药品而被平台处罚。然而，仍有大

量药品交易混迹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且即使账号

被判违规，卖家也很容易“东山再起”。

  去年10月，广东汕头的梅女士因在某二手交

易平台发布了一个闲置的试剂盒，直接被扣掉20

分平台信誉分，下架了她所有发布的商品，并限

制7天内禁止发布商品、留言、编辑个人主页等。

  “这可真是太亏了，我发布了80多个商品，一

下子全没了。我之前不知道所有医疗相关商品都

不能发，发之前还提前搜索了，看到有人在卖才

发的，怎么我就被判违规了呢？平台明明可以在

我发布的时候提醒内容存在违规的。”梅女士对

这次被判违规耿耿于怀，不过这种处罚力度对她

来说并不是很严重，“我干脆把号注销重开了一

个号，违规记录也清空了”。

  对于禁而难绝的二手交易平台涉药买卖问

题，据马涛介绍，自《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于2022年9月正式出台以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即强调，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监督指导药品

网络销售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监督指导第三

方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管理体系；要紧紧

围绕药品网络销售突出问题，坚持标本兼治，重

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涉药买卖在‘互联网+医药销售’的新型模

式下，应当严格遵守网络售药的相关法律规定，

增强合规意识，加强合规管理，明确各方主体的

法律责任，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维护公众健康

权益。”马涛说。

  在郑中臣看来，在二手交易平台涉药买卖

的问题上，各方主体应积极配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共同维护药品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监

管部门要加大对二手交易平台的监管力度，严

厉打击涉药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平台方

应承担起监管责任，严格审核药品交易信息，杜

绝未经批准的药品上市交易。对于违规行为，应

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卖

家要有合法来源证明，确保所售药品的合规性

和安全性。同时，不得虚假宣传药品效果，误导

消费者。

  郑中臣告诫消费者，如果个人在二手平台上

买卖药品，建议首先确认药品是否已经经过相关

部门的批准和检验，外包装是否符合国家对药品

包装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卖家是否具有合法的销

售资格。如果存疑，应当咨询专业法律人士或向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避免自身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

漫画/高岳  

“三无”药品宣称婴儿也能用 祖传秘方“包治百病” 抗癌药上全是外文

各种“神药”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

依法治理二手交易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