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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见习记者 马子煜

  “昨天夜里，救护车送来一位已经休克的大爷，我

们赶紧跑过来给他做了检查，初步判断是××，马上实

施抢救。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大爷终于脱离了危险。在

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是本钱。”

  当你在为这名患者揪心、为医生的医术点赞，顺便

为自己的身体做下自查时，殊不知，这条文案实际来自

社交平台上为医疗科普账号引流的“实用帖”，这样的

场景也正是来自某“网红医生”编造的一条短视频。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检索发现，网上有大量传授

如何打造“网红医生”的帖子：“医学科普模板，直接套

用拿走不谢”“帮你还原一个真实的急救场景，绝对抓

眼球”“做医生IP涨粉最简单的方法”……

  随着医疗健康科普日渐风靡，不少医生热衷于通

过短视频或直播形式，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科普、讲解健

康知识。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些“网红医生”为博取流

量，不惜编造剧情、擦边软色情，然后带货卖课、开展不

当营销，让医疗健康科普变了味。

  对此，多名受访专家指出，卫生健康部门和市场监

管部门应联合网络平台加强对“网红医生”的监管，对

于利用医生身份进行直播带货的账号予以封禁，同时

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教育和培训，让

医学科普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直播间里不见医生

虚假认证查无此人

  家住北京海淀的杨女士这几年来看过不少医疗健

康科普直播，她最近发现一件怪事：不少“网红医生”的

直播间里没有医生。

  “出镜的基本是助理，连线观众后会通过‘加薇’‘+

威’等同音不同字的表述获取联系方式，将其引流到其

他社交平台。有很多次，我在这类直播间询问疾病或症

状，助理都不会正面回复。”杨女士说。

  根据杨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点进一个拥有100多

万粉丝、资质认证为“北京××医院皮肤科××医生”的

直播间，发现该医生博主主页资料显示为男性，但直播

出镜的却是一名女性。对方在直播间自称是××医生助

理，并通过一系列话术将直播间的用户引导至另一个

无资质认证且粉丝量较少的普通账号，称该账号为专

门的客服号，负责和用户一对一沟通，并让记者添加

“医生”的社交账号进行付费咨询。

  对此，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主任郑中臣认为，助

理直播引流，使用大号转小号等手段可能会涉及虚假

宣传和欺诈等问题。直播过程中通过变相表述引导用

户添加社交账号等方式，或涉及侵犯用户隐私，涉嫌违

反网络安全法中关于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的规定。

  还有一部分医生的认证信息与实际情况大相径

庭——— 有的医生在平台上认证来自某知名医院，但实

际上在该医院并无此人；有的医生认证信息过期，已从

认证医院离职但未更新认证；有些人直接盗用他人身

份信息进行认证，以此骗取公众的信任。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研究中心主任刘鑫在调

研时曾发现，同时认证为山东某一家县级医院的整形

外科医生有50多名，“县级医院科室的医生一般只有五

六个，50多名医生不符合常理，其中显然有很多医生是

虚假认证”。

  刘鑫认为，根据医师法，医师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

学历、培训和考核合格，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后，方可从

事医疗活动。医师在互联网平台提供医疗服务时，必须

真实提供自己的执业信息，包括姓名、执业地点、执业

范围等。网络平台的医生认证信息造假行为显然违反

了相关规定。

  “这种造假行为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伪造证件罪、

诈骗罪，因为该行为可能会误导患者，使患者在无法得

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造成财产损失甚至生命危险。”

刘鑫说。

什么流量高说什么

跨界擦边做伪科普

  记者注意到，有些医生会发布远远超出他们各自

专业领域的科普内容。例如，有外科医生跨界分享肠胃

健康知识，有耳鼻喉科医生的内容广泛涵盖妇科、儿科

等多个领域，还有些医生在科普视频中热衷于讲解两

性知识，发布大量“同房”“夫妻生活”“性知识”等私密

话题内容，赚取流量。

  来自山东济南的李女士说，她曾在短视频平台刷

到过口腔医生讲解两性健康话题，“本职的医学科普不

做了，就是热衷于讲解男科知识、两性知识，什么流量

高说什么”。

  记者观察到，还有些“网红医生”会进行擦边科普，在

镜头前不仅限于身着白大褂进行传统的医学讲解，还会

穿着如吊带裙、露腰装、紧身衣等服饰，通过剧情演绎的

方式增加互动性，提问和回答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露骨。

  郑中臣说，“网红医生”为了流量抓住两性话题大

做文章，可能误导公众对医学知识的认知，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其使用不当的语言和图片，采用低俗、擦边行

为吸引眼球，监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处置。

  除了跨界科普外，记者还注意到，有些“网红医生”

进行“伪科普”，导致不少观众步入误区。

  在某网络平台上，有些“网红医生”以“亲身经历”

的方式，展示各种所谓“视力恢复”技巧，声称只要按照

他们的方法进行训练，视力就能得到显著“改善”甚至

“恢复”，可以从深度近视800度降低到100度。

  对此，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进行批驳，强调目

前医学上尚无有效根治近视的方法，只能通过科学矫

正、改善用眼习惯等避免加重。

开通橱窗违规带货

发布广告推销药品

  “网红医生”千方百计博流量，最终目的还是“变现”。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看到多个“网红医生”开通

了橱窗带货功能。尽管他们的视频主要内容为健康科

普，但其带货的商品却五花八门，从养生保健品到日常

生活用品、厨房用具等，种类繁多。还有一些医生在视

频中只推荐某些成分或配方，并不提及具体产品，但会

在评论区以回复粉丝提问的方式进行“指引”，暗自打

广告推销药品。

  北京市民刘先生前段时间带状疱疹复发，身心都

受到折磨，有天晚上刷短视频时正好看到一名“网红医

生”在科普带状疱疹，他在评论区留言询问有没有药物

推荐。过了一会儿，这名“网红医生”回复他：可以试试

××药，绝对有效，不但能治愈带状疱疹，还能让你免受

神经痛后遗症。刘先生下单买了一瓶，可涂抹一周后也

没有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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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播打赏、橱窗带货、在线问诊等形式变现。”

  记者注意到，一些医生与某直播平台签订的“承诺

函”中明确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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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网红医生”到底能不能直播带货？

  记者梳理发现，多部政策性文件都对医生直播带货

加以限制。《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提出，

严禁向患者推销商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2022年纠

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

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

货；《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2023—2026年度）》提出，加

强对医务人员利用职业身份参与医药广告的制作、发布

或直播带货等变相发布广告行为的监管。

  有业内人士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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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误导大众，导致其对药

品和器械使用不当发生事故。医

生介绍、推荐药物或医疗器械

等，难免有为药物、医疗器械生

产厂商背书的嫌疑，如发生产品

质量问题，可能会给医生带来负

面影响，甚至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医生对于商业带货、直播

打赏、付费咨询等变现形式，应

充分考虑执业风险。

专项整治违规行为
压实各方监管责任

  实际上，针对医疗“自媒体”

乱象，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

在加强监测和处置。

  今年5月印发的《2024年纠正

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

正之风工作要点》，要求规范直

播带货，净化网络环境。加大对

涉医网络直播带货、信息内容、

传播秩序等的监管力度。

  前不久，中央网信办部署开

展“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

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五类突出问题，其中包括“伪科

普”“伪知识”混淆视听，冒充医疗

卫生、司法等领域专业人员，开展

不当营销；直播过程中衣着暴露，

刻意展示带有性暗示或性挑逗的

动作，言语挑逗，发布“软色情”

“擦边”“泛黄”内容。

  各大平台也积极响应，采取

包括封禁在内的多项措施，针对涉及散布“伪科普”与

“伪知识”、误导公众的所谓“网红医生”及知名大V账号

进行严肃处理。

  一些医院也在加强对医疗视频直播及网络问诊的约

束与监管。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印发的《自

媒体平台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任何个人未经授权不得

以医院或院内部门、单位名义申报、运营各类自媒体。

  在郑中臣看来，加大监管力度是改善“网红医生”

乱象的关键。具体来看，网络平台应该加强对医生认证

信息的审核和管理，确保所有认证信息都是真实、准确

和完整的，对于利用医生身份开设直播进行带货的账

号应予以封禁。卫生健康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应监督

医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得利用职业身份进行直播

带货行为。对于“网红医生”变相或直接发布的涉嫌虚

假宣传的广告，应及时查处并依法予以处罚。

  他认为，要想避免医学科普领域的“劣币驱逐良

币”，应当鼓励“网红医生”传播正能量，创作有益于民

众健康的科普内容。同时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医生在合

规的前提下创作优质科普内容，满足公众对医学知识

的需求。还应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教

育和培训，让医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提升职业道德

水平。最终让互联网为健康知识的传播提供积极助力，

也让医学科普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漫画/高岳  

一些“网红医生”为何热衷于两性话题？
记者调查医疗科普账号违规引流带货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