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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伪科普”广告泛滥网络

记者调查了解到， 近几年，
网络社交媒体流行一种“伪科
普”式的广告，打着科普的幌子，
瞄准一些热衷于养生或者病急
乱投医的中老年人，推行没有科
学依据的偏方或所谓“新科技”
医疗产品和服务。

“伪科普” 网文都有哪些特
点？

———利用日常经验编织科
学神话。“醋泡鸡蛋的基础上加
入鹌鹑蛋、大枣、枸杞以及中药
材，经过工艺发酵，能够治疗中
风、风湿、偏瘫、脑出血、心脑血
管疾病等”“很多医生没办法治
好的病为什么喝这个可以治
好？ ”……

事实上，该文通过堆砌医疗
术语包装出的“醋泡食品”，在国
家有关部门的药品数据库里根
本查不到相关信息，却被渲染成

“神药”来宣传推销。
———援引国外研究数据显

示权威。 记者调查发现，引用所
谓国外研究成果是“科普网文”
的惯用伎俩。“澳洲癌症中心调
查显示，22个成人恶性肿瘤中，
化疗5年后的存活率， 澳洲是
2.3%，美国是2.1%，不化疗存活

率更高。 ”一篇题为《世纪大骗
局：癌症治疗的谎言》的文章称，

“癌症完全不化疗要比接受化疗
拥有更高的成功率”“无数临床证
明，化疗效果只有2%到4%。 ”记
者从国内知名医学科普网站丁
香医生了解到，这类文章的数据
来源， 主要是国外替代医学网
站。 所谓替代医学，是对常规西
医治疗外的补充疗法。 这些网站
利用普通民众对化疗的表面认
知，比如呕吐、掉发、发烧等，夸大
恐怖效果，推广其非主流疗法。

———以科技术语和国际荣
誉吸引眼球。“某某和他的专家
团队发明小分子切割技术，将中
药提纯萃取浓缩成膏方……有
效成分通过皮肤迅速吸收，能够
有效预防、治疗乳腺癌、肝癌等
重大疾病。 ”文章称，“这项号称
领先世界十到十五年的高科技
小分子切割技术，目标是世界专
利和诺贝尔奖， 比尔·盖茨派特
使携巨资400亿美金三次登门
洽谈合作”。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拥有
该项技术的这家公司，在企业登
记信息经营范围内并无药品生
产权利。 此外，如此重大的科技
突破，竟然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索有关“小

分子切割技术萃取草本植物外
用的方法”，没有一条匹配论文。

数据不管真假只选有利的，
“扒”外国研究论文张冠李戴

据了解，“科普网文”多半出
自医药公司本身的营销团队、广
告公司的专业策划或是自媒体
写手。

一位广告公司资深策划人
沈先生透露， 有的商家要求用
“高大上” 的科学研究成果包装
产品，使消费者更加信服。于是，
广告策划者千方百计通过各种
手段炮制文章：

一是大数据造假。“微信的
很多文章数据水分很大，很多是
撰写者通过搜索百度检索出来
的，有的直接使用，有的会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改动。 ”沈先生说，
比如，通过搜索引擎检索“肥胖
人群”，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数据，
有的说是2亿人， 有的只有几千
万人，信息纷繁复杂，我们只选
择对产品有利的数据。

二是修改国外研究文献。
“有的直接从国外研究期刊上
‘扒’ 论文， 翻译的时候动动手
脚，添油加醋，歪曲观点或者张
冠李戴，把一个某权威机构新出
炉的科研成果套在自家产品上，

佐证产品功效，反正也很少有人
会去查原文。 ”沈先生说。

三是套用似是而非的医学
理论。 记者发现，不少“科普”文
章号称从中医角度进行宣传，依
靠所谓中医名家坐镇。 一些医生
表示，由于西医用药都是有指征
的， 有明确严格的适应症禁忌
症， 中医的理念方法相对宽泛、
综合，容易被“科普文”所利用，
进行似是而非的虚假信息传播。

平台需加强文章审核，相关部
门应主动监测有效打击

虚假医疗广告推销的产品，
很多对患者的肝脏、肾脏、心血
管都会产生不良影响。浙江省湖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章晓璟说，作为一名医生，虚假
医疗最大的危害是延误了对患
者的治疗时机。

目前，以这类“伪科普”虚假
医疗广告为代表的互联网广告
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据浙江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监督管理
处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互
联网广告案件1055件， 同比增

长 9.67% ， 占 全部 案件 数的
72.96%。 其中不少“伪科普”其
实是真广告。

“大量虚假医疗、药品、保健
品等广告假借科普教育的幌子，
采用研究文章、患者自述等形式
在互联网上发布，介于信息和广
告间的模糊地带，一方面逃避事
先审查义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摆脱执法部门监
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说。

专家建议，自媒体平台要对
发布的文章加强审核，通过关键
词屏蔽、黑名单提醒等方式控制
伪科普的传播。

“相关部门应主动监测这类
违法虚假广告， 拓宽举报渠道，
加大惩罚力度。 ”刘俊海说，要加
大处罚力度，提高这些不法商家
的违法成本， 深挖背后的广告
主、经营者和发布者，追究其行
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此外，专家也建议卫生部门
应注重科普宣教和疾病预防，使
广大民众提高甄别虚假医疗信
息的能力。 /新华社

考生打“喷嚏”，
耳朵里飞出微型无线耳机

今年 6 月 2 日上午，国家二
级建造师资格考试常德某考点
55 号考场内， 考生正在认真答
题。 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打了个

“喷嚏”，伴随着“喷嚏”声，一个
米黄色的小东西从该考生耳朵
飞出，掉在地上。 监考老师发现
这是一个微型无线耳机，耳机里
正传来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随后，考点工作人员将该考
生带离考场，在对其进行人身检
查时发现其腰带内还隐藏着一
个白色的无线接收器。 与此同
时，监考老师又在另几个考场发
现有考生携带同样的作弊设备。

常德市人力资源考试院认
为这可能是一起有组织的考试

作弊案， 随即向市公安局报案。
公安局专案组民警立即进驻位
于常德市区的两个二级建造师
资格考点。

起初，涉嫌考试作弊的多位
考生面对民警的询问，均异口同
声说作弊设备是在考场门口找
陌生人买的。 当日上午，无线电
监测人员也没有再发现异常信
号。

当日下午，一名考生向公安
交代，其设备来源于常德某教育
咨询公司，同时，无线电侦测人
员也再次发现异常信号。

此后，办案民警于考点附近
一茶楼内抓获正在操作无线发
射器的犯罪嫌疑人唐某英，唐某
英是该教育咨询公司的股东之
一，其操作的无线信号发射器来
源也指向该公司。

公安部门对这家教育咨询
公司进行搜查，查获大量涉嫌组
织考试作弊的物证、书证，同时
还搜查到大量伪造的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公章。 经连夜审查，
专案组掌握了该公司董事长、股
东及部分员工组织 30 余名考生
作弊的确凿证据。 2018年 6月，
多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被抓获归
案或投案自首。

两地企业合谋作弊，
“保过班”背后是违法产业链

公安机关发现， 犯罪嫌疑
人、常德某教育咨询公司董事长

杨某是通过长沙某企业管理顾
问公司购买作弊设备和考试答
案。长沙这家企业也组织了多名
考生到常德参加二级建造师资
格考试。

这是一起两地企业合谋的
考试作弊案。 在考试前夜，两家
企业各自组织考生共 30 余人进
行作弊设备操作、作弊注意事项
培训，并发放作弊设备。 考试当
日，犯罪嫌疑人组成设备操作组
和答案播报组，一部分人携带无
线发射器隐藏于常德市区的两
个考点附近，另一部分人在公司
办公室播报答案。

警方查获的 QQ 聊天记录
显示，考试当日，长沙某企业管
理顾问公司的犯罪嫌疑人，在开
考 30 分钟后， 从网上购买了二
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的答案，并通
过 QQ 传递给位于常德的答案
播报组，同时，设备操作组人员
将无线发射器开机。

记者看到公安部门提供的
物证，无线发射器上只需要插一
张手机卡，并用手机拨打该卡号
码，就可以将语音通过无线电发
射出去。犯罪嫌疑人在考试当日
购买了全新的手机卡，拨通无线
发射器上的手机卡号码，播报考
试答案。答案通过微型无线耳机
传递给考生。

警方介绍，考试“保过班”已
形成一条产业链，该案先后抓获
了犯罪嫌疑人 12 名， 调查涉嫌

作弊考生 30 余人， 考生涉及浙
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多地。

依据刑法，在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中，组织作弊、为他人实
施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
帮助、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而向
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及
答案等行为，皆触犯刑法。

交数万元、冒险作弊
只为“考了证就能每年白拿钱”

常德案并非这条作弊产业
链第一次作案，他们早已将黑手
伸向了 2017年 5月在湖南郴州
举行的二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组
织 20余名考生作弊。

犯罪嫌疑人组织考生交数
万元“保过费”进入“二建 VIP”
班， 并制作了一款灰色背心，里
面缝制着无线信号接收线圈。但
由于多名考生都穿着同一款背
心，被监考方发现异常，携带作
弊设备的考生被赶出考场。

然而， 二级建造师资格考
试是以两年内通过三科考试为
限。 2018 年 3 月，犯罪嫌疑人
又为 2017 年未通过考试的考
生继续报考， 还吸收了新的考
生， 并改进了无线接收器的隐
蔽方式。 已交费的考生重新交
纳设备费 1000 元，新吸收的考
生交纳了 3 万 -4 万元“保过
费”。

考一个证，交数万元，还要
挖空心思冒险作弊，为何仍有考

生对二级建造师证趋之若鹜，作
弊失败还愿“来年再战”？

侦办此案的常德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食药案件侦查大队长
谢修槐告诉记者，这背后还有一
条深层利益链。“市场上有些建
筑公司要申报资质承揽工程，企
业里必须要有二级建造师、监理
工程师等角色。 有的企业没有这
类专业人才，就找一些拿了证的
人来挂靠，只要考了证，挂在一
些公司，不用干活，就能每年白
拿钱。 我们追查到的作弊考生，
有一些根本不是从事建筑行业
的。 ”

某考生在长沙一家汽车制
造厂上班，他想考一个二级建造
师证挂靠在亲戚的建筑公司，一
年可赚一两万元挂靠费，故而交
了 3万元“保过费”。

警方调查发现，在考试作弊
的产业链上， 犯罪嫌疑人还从事
着“两头收钱”的勾当———考生如
果考到了证件， 他们又摇身一变
成为“中介”，为“借证”的建筑公
司牵线，从中收取高额中介费。

在为建筑企业申报资质，或
为从业人员申报资格证照时，这
批犯罪嫌疑人还伪造了大量的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章。 甚
至少数考生被安排请人代考，代
考收费高达 6万元。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
中。警方提醒考生不要对违法行
为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华社

朋友圈里疯转的“科学网文”是如何炮制的？
———起底“伪科普”虚假医疗广告

天价“保过”竟靠作弊
———揭开职业资格考试“保过班”的违法产业链

“学费”动辄数万元的职业资格考试“保过班”，竟是靠考场作弊来兑现“保过”承诺。 近年来，一些职业资格证照考试火爆，部分教育咨询机构盯上这一商机，向考生收取 3 万-6 万元不等
的“保过费”，试图以组织考生作弊来牟取暴利。 今年 7 月，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二级建造师考试作弊案，由此揭开了一条以考试“保过”为噱头的黑色产业链。

“科学研究表明，肾虚分阳虚、阴虚、阴阳双虚……89%的男人补肾越补越虚。 ”
“权威专家披露，超过 140 多种疾病与全身性湿气有关。 ”……
在不少中老年人微信朋友圈，往往能看到转发的大量所谓“科学研究表明”文章。 开头都“科普范儿”，充斥高深晦

涩的专业名词、“重量级”专家解读、“权威”数据援引。 然而不久就画风突变，大肆推销某种药品或者医疗器械。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伪科普”式虚假医疗广告，大多集中于两性疾病、健康养生等领域，被一些民营医疗机构或

商家利用，包装宣传其产品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