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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 超
□ 《法制与新闻》记者 王泽宇

  4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
“订婚强奸案”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前，
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
刑三年。判后席某某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
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
院考虑到席某某与被害人属恋爱关系，且在被害人一方
报警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席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接
受调查，故酌定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
  同日，本案所涉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宣判。
  二审宣判后，本案二审审判长就相关问题接受《法治
日报》记者采访，回应社会关切。
  记者：双方已订婚，是否意味着性行为存在默示同
意？法院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理由是什么？
  审判长：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
是否订婚没有关系。我国刑法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
成强奸罪。因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犯罪构成的
关键要素。
  综合全案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害人在与席某某谈恋
爱时，明确表示不接受婚前性行为。案发时，席某某向被
害人提出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不顾被害人反抗，将其
衣服脱掉，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间，被害人一只手被
席某某抓住，用另一只手推挡席某某，反抗过程中将榻榻
米上的窗帘拉下。
  事后，被害人即跑至卫生间冲洗，情绪激动急欲回
家，席某某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并将被害人反锁于屋内后
自行下楼取车。席某某返回后，被害人用点燃的卫生纸烧
榻榻米边的柜脚，用打火机点燃客厅窗帘，席某某取水灭
火时，被害人趁机跑出房间从步梯下至13层呼救，席某某
追至13层抓住被害人的手臂将其拖入电梯，电梯到14层
后，被害人坐在电梯内用脚蹬电梯轿厢予以反抗，被席某
某强行拖出电梯拽回室内。
  之后席某某应被害人再次要求，开车送其回家，途中
被害人母亲给被害人打电话时，席某某才将手机交还，被
害人拿到手机即向其母哭诉遭席某某强暴，并于当晚打
110电话报警。
  综合上述情节，被害人在事前明确表示反对婚前性
行为，事中具有明显反抗行为，事后反应强烈，足以认定
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
  记者：网传对席某某定罪的关键证据只是一段电话录
音，情况是否属实？法院认定强奸事实的主要证据有哪些？
  审判长：本案定罪的证据并非只有该段电话录音。电
话录音证实，案发当晚被害人母亲与席某某通话时，问席
某某“但是你把某某强暴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是
吧？”席某某回答“哦哦，对对”。
  除该录音证实的内容外，席某某在侦查阶段供述了
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具体细节，被害人也陈述了其被
席某某强奸的详细经过，被害人母亲的证言也证实事后
被害人哭诉其被席某某强暴；
  110接处警电话录音证实，被害人在通话时一直泣不
成声，后接警员给席某某去电询问情况，席某某称与被害
人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
  行车记录仪中的音频资料证实，席某某与被害人母
亲谈话时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

没做”；
  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
卧室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拉下、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
  鉴定意见证实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席某某的精斑和席某某、被害人的混
合DNA基因分型；
  电梯监控视频证实案发后席某某往外拖拽被害人。
  综上，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席某某强奸被害人
的事实。
  记者：网传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不成，反告男方强奸，情况是否属实？女方是否
存在骗婚情形？彩礼纠纷是怎样解决的？
  审判长：本案中男女双方通过婚介机构介绍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以结婚
为目的，双方约定彩礼款18.8万元，在订婚仪式上交付彩礼10万元和7.2克金戒指。同
时，席某某及其父母书面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屋产权证上添加被害人名字。
  案发后，被害人亲属为了促成二人的婚姻，尽可能减少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
曾多次与席某某及其家人沟通，希望席某某和被害人尽快登记结婚，同时表示为了
减轻男方的经济压力，之前商定的其余彩礼可暂不给付，将在房产证上添加被害人
名字的时间提前，但男方未予回应。其间，女方家人未以报警相要挟索取财物。网传
女方借婚姻索财的信息不实。
  另查明，被害人没有婚史，通过婚介机构两次相亲，第一次未成功，没有涉及彩
礼，第二次即与席某某相亲，被害人不存在骗婚情形。
  双方发生纠纷后，男方起诉返还婚约财产。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男方给付女方的10万元及戒指属彩礼范畴，在法院立案
前，女方已将上述彩礼退还至婚介机构，女方持有彩礼的基础事实已不存在，婚介
机构多次通知男方领取但被其拒绝，审理期间法院告知男方可以帮助其取回上述
款物，男方仍不领取。
  为了实质化解纠纷、促进案结事了，二审法院又主动联系保管方将上述款物带
至法院，但男方仍未领取。
  二审法院认为，男方本可以通过领取该款物实现返还彩礼的诉讼目的，但却以各
种理由不予领取，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处女膜未破裂是否影响强奸罪的认定？
  审判长：强奸案件中处女膜状况，属个人隐私，不应公开披露。发生性行为是否
导致处女膜破裂，与性行为本身的程度和个体差异有关。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
发生性行为，国内外医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
罪行的依据，我国相关司法文件和案例对此也已明确。
  记者：法院在二审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是否曾经考虑过要判处席某某缓刑？
  审判长：本案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审慎裁判，二审
期间，合议庭围绕席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三十余项申请逐项予以审查。
  鉴于本案有别于普通强奸案件，为切实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释放司
法善意，二审法院多次与双方沟通交流，释法说理，做了大量工作；席某某也曾自书
悔过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审理期间，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延长审理期限，严格履行了审批手续。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
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
有重大不良影响四项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二审法院综合考量席某某在侦查阶段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接受调查、二审期
间曾有悔过表现，且犯罪情节较轻，曾考虑通过适用缓刑促进双方当事人尽早以较
好的方式回归社会生活。
  依照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对席某某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
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席某某父母接受评估机构调查时表示不同意对席某
某判处缓刑，不接纳、不配合监管；社区矫正机构认为，席某某不认罪悔罪，未取得
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谅解，不符合社区矫正要求。
  二审庭审中席某某拒不认罪。
  综上，席某某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大同（山西）4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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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男孩极端减肥被送进ICU
青少年盲目减肥现象调查

□ 本报记者 陈磊 赵丽

  “一吃东西就恶心呕吐，焦虑，有抑郁倾
向。好多天不排便，肚子一直疼。”
  这是12岁的李童（化名）一个月前来到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时表现出的症状。儿
科副主任医师霍玉峰检查后发现，出现这些症
状是因其此前连续两个月的疯狂减肥——— 不
吃主食，即便身体不适还坚持天天高强度运
动。虽然瘦了60斤左右，但他现在不但身体状
况频出，连正常上学都成了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岁至
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
年版）》预测，如不加干预，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
肥胖率将达31.8%。
  “小胖墩”减肥成为不少家庭的当务之急。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发现，不少青少年
在减肥时缺乏科学指导，像李童这样听信网上
减肥博主教程，通过极端节食、偏执运动等方
式盲目减肥的青少年还有很多，导致“减”出一
系列问题。

靠极端方式减肥患病

  李童是河南某市一名初一学生，身高约1.7
米，原先体重约90公斤。由于身材肥胖，格外在
意自己外表的他总觉得周围人老是关注他的
身材。今年1月，在父母支持下，他下定决心
减肥。
  李童的减肥方式简单粗暴——— 不吃碳水
食物只吃蔬菜，天天做高强度平板支撑、开合
跳。两个月后，李童减到60公斤左右，平均一个
月减掉30斤肉。
  “他减重为啥这么快？主要是孩子本身代
谢就特别旺盛再加上不吃不喝和高强度运
动。”霍玉峰解释说。
  随之而来的是李童的身体开始频出问题。
当他试图恢复正常饮食时，发现自己一吃东西
就恶心呕吐，还伴有反胃、肚子疼、便秘等症
状。他原本成绩不错，但这时逐渐出现体力不
支、头昏眼花等状况，连正常上学都成了问题。
  今年3月中旬，家人带他到河南省郑州
市，找到霍玉峰求助。初步了解情况并进行

检查后，霍玉峰直接将他收进了ICU（重症监
护室）。
  霍玉峰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和孩子之间的
对话———
  “你减肥后悔吗？”
  “我不后悔。”
  “你觉得痛苦吗？”
  “痛苦，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我感觉自己要
抑郁了。”
  霍玉峰说，李童得的是肠系膜上动脉压迫
综合征，患上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不
合理的减肥方式，严重的话会导致孩子身体免
疫力下降，出现一系列危及生命的病症。
  经过4天的住院治疗，李童的病情得到控
制。霍玉峰又结合他的情况制定了一个详细的
饮食方案，让他少食多餐，吃一些易消化的
食物。
  “我告诉他和他的家长，下一步的任务不
是减肥，而是增肥，慢慢把体重增加上去，还给
他解释得了什么病，治疗方案是什么。”霍玉峰
说，“通过我们和家长的积极干预，李童目前正
在恢复之中。他爸爸前些天告诉我，孩子已经
好多了，能正常吃饭也能正常上学了。”
  霍玉峰前段时间还治疗过一名10岁男孩，
当时他身高1.6米，体重只有不到60斤，“严重营
养不良，瘦成了‘皮包骨’，没有一点皮下脂肪”。
  孩子原本体重近60公斤，被人称为“小胖
墩”，他也觉得胖了不好看，于是开始减肥，在
网上找了一堆减肥方案，减着减着就对肥胖形
成心理性厌恶，不再吃东西，最终得了厌食症，
体重掉到原来的一半，甚至喝水都有可能吐出
来，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需要。
  霍玉峰接诊后，主要从心理方面进行治
疗，他帮助孩子克服自己的心理性厌恶，接着
给他下了胃管，慢慢将食物输进胃中。经过半
个月的住院治疗，孩子才慢慢克服了减肥导致
的心理障碍，出院回家继续恢复。
  这样不合理减肥导致身体出现损伤的青
少年不在少数。今年3月，在广东省广州市，一
名体重130公斤的十几岁男孩追求快速减肥，
选择了极端的节食方法，导致身体营养失衡、
身体机能紊乱，因急性肾衰竭被送至医院
救治。

担心被嘲笑盲目减肥

  为何这些青少年会陷入盲目减肥之中？
  记者采访了北京、上海等地30名年龄在8
岁到11岁、BMI（身体质量指数，正常范围在
18.5—23.9kg/㎡之间）超过24的儿童，当被问及
“你是否认为自己因为胖而不如其他同学”时，
选择“是”的儿童有17名，在被问到“你是否由
于肥胖怕被嘲笑而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时，选
择“是”的儿童有21名。
  “在敏锐感知下，一些大体重青少年就会
认为自己和其他同辈间存在差距，自己是不同
于他人的，而这种不同其实是一种消极的心理
状态。”在北京从事儿童心理咨询工作的陈静

（化名）说，青少年的心理比较敏感，同辈起外
号、嘲笑等举动会加剧肥胖青少年的自我认同
下降，使他们认为自己远不如别人，甚至导致
性格孤僻、抑郁等心理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孩子出现肥胖
问题，家庭成员间可能会互相埋怨，将孩子发
胖归咎于对方疏于对孩子的管理上。“这种家
庭矛盾由青少年肥胖引发，又会反作用于青少
年身上，使得其认为自己引起了父母之间的不
和谐等，从而使得学龄期肥胖儿童的心理承担
更大压力。”陈静说。
  北京市民刘爽（化名）正面临这样的烦恼。
  “不给吃，怕影响‘竖着长’（长高）；给吃，
又怕‘横着长’（长胖）。”当10岁儿子“可怜兮
兮”地站在面前，伸着手小心翼翼地说着“再让
我吃一个包子”的时候，作为妈妈的刘爽“心都
要碎了”。
  刘爽的孩子今年四年级，身高1.5米，但是
体重已经54公斤了，根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超
重与肥胖筛查》，其已进入肥胖行列。
  因为姥姥、姥爷认为“孩子只是壮点，不是
胖，就算是胖也不是病”，坚决反对去医院，因
此刘爽只能通过控制孩子的饮食来减重。前文
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在刘爽家上演，而且后面
的情节还很固定——— 家里老人齐上阵把哭着
喊饿的孩子拽到饭桌前，让他吃个饱。
  现在，刘爽能做的就是每天晚上陪儿子跳
绳，然后周末尽可能陪儿子进行有效的体育运
动，“但是吃方面没有控制，感觉还是收效甚微”。

声称营养师却无资质

  据了解，为了快速减肥，有不少青少年及
其家长会在网上搜索减肥信息。采访中有家长
反映，网上的一些减肥方法实在不靠谱，比如
有帖子称，为了让孩子快速瘦下去可以过量运
动，反正孩子恢复得快；有减肥博主表示每天
只喝水或只吃蔬菜，一个星期孩子瘦二十斤不
成问题；更有减肥博主倡导青少年断食，每天
要长时间保持饥饿状态。
  “这是在减肥，还是在减寿命？”一位受访
家长如是说。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为了获取青少年
和家长信任，还有很多看似科学的减肥方案。比
如平台上有许多打着“专注青少年减肥”旗号的
账号，其中部分账号在店铺中出售“营养师跟陪
全程减肥”套餐，其基本流程大致分为三步：家长
先向机构方报备孩子的身高体重，再由营养师搭
配一日三餐食谱，一定程度上减少热量摄入以协
助孩子减肥，最后营养师将全程跟随孩子减重过
程，其间根据孩子身体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找营养师帮孩子减肥是否靠谱？
  记者注意到，在某营养师列举的儿童一周食
谱中，140克炸猪排标注的热量为“185千卡”，而140
克炸猪排的热量实则在250千卡至300千卡之间。
还有不少商家在记者询问“营养师是否有相关资
质”后未能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其营养师身份。
  在刘爽给记者展示的某营养师为其制定
的儿童减重食谱中，一日摄入总热量仅850千
卡，摄入的主食只有40克米饭和100克粗粮，肉
食更是不足50克。
  “7岁至10岁孩子每日正常摄入卡路里应在
1200千卡至1800千卡，850千卡的日摄入卡路里远
低于正常需求，这应当属于节食减肥，所谓的营
养师一点也不专业。”刘爽说。
  从调查情况看，儿童盲目减肥危害重重，
不仅会阻碍生长发育、降低代谢率、损害生理
功能，还易引发心理问题。与此同时，部分所谓
营养师缺乏专业知识，无法提供科学有效的减
肥指导，甚至可能因错误引导，让孩子陷入更
危险的健康困境。为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陈磊

  为切实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工作，有
效遏制超重肥胖流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
长，近年来，我国已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比如
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教育部等6部
门制定的《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以
及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16部门发布的
《“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
  然而，从《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情况来
看，当下青少年不科学减肥现象依然时有
发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霍玉峰告诉记者，这主要是青少年的心智还不
成熟及其父母监护不到位导致的。青少年正处
于成长和自我认同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他们
的自我认知尚未完全稳定。由于很多青少年没
有受到系统的减肥科普教育，很容易被一些平
台减肥博主的不健康审美观所误导，从而走上
极端的减肥道路。
  “此外，许多家庭和学校缺乏足够的体重
管理和健康饮食知识，未能为青少年提供科学

的减肥支持。由于知识不足，他们难以及时识
别不健康的减肥方法，甚至可能无意中认可这
些不当方式。”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副
主任医师邓梅向记者介绍，青少年盲目减肥带
来的危害主要表现为身体健康受损和心理健
康问题。极端减肥方法，如过度节食、滥用减肥
药物和过度运动，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营养不
良、免疫力下降和内分泌失调等问题。尤其在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些身体
健康问题不仅会影响正常发育，还可能造成不
可逆的损伤。
  “过度关注外貌和体重可能导致青少年产
生严重的自卑感、焦虑和抑郁，很容易导致家
庭关系紧张。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青
少年容易陷入对完美身材的无尽追求，可能因
此导致厌食症或贪食症等问题。这些心理和生
理问题不仅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还可能伴随其
一生。”邓梅说。
  受访专家认为，解决青少年盲目减肥现
象，需要强化家庭、学校、医疗机构和政府的
责任。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

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认为，首要在于加强教育
宣传。学校和家庭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健康教
育，普及科学的减肥知识和健康观念，让他们
了解过度减肥的危害；要培养青少年的健康生
活方式，鼓励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均
衡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同时
增加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关注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和解决他们在减肥过
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自
我认知和价值观。
  “青少年减重涉及专业的医学、营养学、运
动学等知识，从业者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背景
和技能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以确保能够提
供科学、安全的指导。因此，应该将青少年减重
师等职业纳入市场监管体系。目前市场上存在
一些不规范的减重服务，为了保障儿童的健康
和权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减肥市场的监管，
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行医等行为，特别是
提高儿童减重师等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服
务标准。”邓勇说。
  邓梅建议，有关部门应出台政策推动医
院普遍建立体重管理门诊，由医院提供专业

支持和干预，通过提供个性化的体重管理和
健康指导帮助青少年科学管理体重，预防健
康问题。鼓励青少年定期测量身高、体重和腰
围，科学评估健康状况，如有肥胖问题要及时
到正规医院进行科学管理和干预，不要用极
端方式减肥。
  “还要加强宣传，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倡导
多元的身材标准，减少社会对‘瘦’身材的过度
推崇，帮助青少年树立健康的审美观。”邓
梅说。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体重管理年”活动
实施方案》，应配齐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霍玉峰认为，限于当前的客观条件，一些
学校难以配齐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的缺口
可以考虑由中小学和医疗机构合作。
  “目前，学校有法治副校长、安全副校长、
食品安全副校长等，可以考虑对《学校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予以修订，由教育行
政部门和卫健部门联合在学校设置体重管理
副校长制度，由医疗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常态化
入驻中小学校、幼儿园，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霍玉峰说。

尽快建立体重门诊和体重管理副校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