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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胰肿瘤会诊
沧州市二医院肝胆二科4月10日周六，特邀天津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

武强主任来院为肝胆、胰腺良恶性肿瘤患者会诊，并预约手术。
会诊地点：本部门诊一楼肝胆外科门诊 韩景智 18031706886 董猛 18031783080

近期，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开展“新风 2021”集中行动，
提出要重点整治弹窗广告，对低
俗、“软色情”等弹窗广告加大处
罚力度，追查淫秽色情网站等非
法弹窗广告源头。

内容低俗、画面“辣眼”、关
闭键形同虚设……近年来，这类
弹窗广告被不少互联网用户诟
病。但也有不少人纳闷，弹窗广
告屡被吐槽，为何还有公司选择
这种方式做推广？

弹窗广告广受诟病

弹窗广告是指打开网站后
自动弹出的广告，无论点击与否
都会出现在用户面前。3月21日
晚，网友“王普”在社交软件吐槽
道，刚用手机修图软件处理完白
天拍的照片后，本想一键保存在
相册就可以退出，但隐藏在保存
键附近的弹窗广告让他跳转了
4个页面后才成功保存退出。

“如何关闭烦人的电脑弹窗
广告？5种方法教你轻松解决！”

“电脑中总是弹出广告等弹窗怎
么办？”面对弹窗广告骚扰，很多
人只能上网求助。有互联网行业
从业人员介绍，许多弹窗广告寄
生于盗版软件，在屏蔽弹窗广告
的同时盗版软件也需要卸载干
净。

广告占据屏幕无法正常使
用、点击关闭键反而又跳转到一
个新的页面，一些广告的内容更
让人不适。“经常蹦出一些涉黄
的露骨画面，害怕影响到正在上
网课的孩子。”王普说。

背后完整的利益链

上网搜索弹窗广告投放，会
出现众多弹窗广告推广公司的
链接。一家弹窗广告推广公司的
客服人员向记者介绍，大多数弹
窗广告推广公司主打运营商弹
窗广告，公司直接和运营商合
作，通过用户 IP推送弹窗广告。

这种方式可以覆盖九成左右国
内网络用户。很多企业特别是游
戏企业倾向选择弹窗广告推广，
成本低，效率高。

在问及开户需要什么材料
时，这名客服人员说广告客户只
需提供推广页面即可，不需要经
营资质。广告客户可以根据推广
目标限定地域、指定浏览器，也
可以由推广公司“广撒网、不设
限”。

记者以在线教育培训公司
要办理弹窗推广为名询问，得到
了“曝光”和“点击”两种报价方
式。客服人员称，要想达到 100
万次曝光，只需 6000元，约合 1
次曝光展示0.006元，量越大，单

价越低。若以实际点击量结算，
单次点击在0.2元左右。

“单次曝光不足 1分钱可以
保证投放质量吗？”面对记者的
疑问，该客服人员解释，他们在
后台可以按照地域、年龄、性别
等标签进行目标精准投放，采用
大数据挖掘技术，针对运营商抓
取用户的上网喜好进行定向推
广，“针对性强，性价比高”。

有效监管需多方合力

违法成本低是导致违法弹
窗广告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北
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传珺

表示，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
广告内容的，或者未经允许，在
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中附加广
告或者广告链接的，责令改正，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相比于3万元的罚款上限，
弹窗广告公司所获得的利润要
高很多。”

“弹窗广告作为广告的一种
形式，本身并不违法，但是需要
符合《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
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李传珺
说。

李传珺指出，界面上，弹窗
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不
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
告内容；内容上，弹窗广告的内
容应当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
定，例如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
费者，不能发布淫秽色情、暴力
血腥等广告损害未成年人的身
心健康。

“无论你点不点，它都在那
里。”弹窗广告的强制曝光让人
感到无奈。李传珺表示，用户需
要手动关闭弹窗广告，相当于给
用户设置了义务。他建议，互联
网广告是否被允许弹出应设置
为由用户自主选择。同时，他还
提醒消费者，对于违法的弹窗广
告，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
报，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据《人民日报》

100万次“出镜”只需6000元，可进行精准投放

“弹不走”的弹窗广告

9岁开始，杨铥铥（化名）总
是不分场合突然睡着，或者一激
动就瘫倒在地。课堂上，这名东
北女孩还时常止不住地吐舌头。
同学们逐渐疏远她，“别和她玩，
她睡觉传染”。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
中心，妈妈刘彩霞（化名）被告
知，女儿真得了睡病——发作性
睡病。

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任韩
芳介绍，发作性睡病在国际上属
于罕见病，在我国的发病率约为
两千分之一，远高于渐冻症的十
万分之一。截至目前，我国约有
70 万名发作性睡病患者，超过
三分之二在七八岁左右发病。

“发作性睡病没法自愈，目
前也不能通过药物治愈。”韩芳
说，“这意味着很多患者从小开
始就没法认真听课、吃饭、考试、
开车……他们甚至在数钱时都
能睡着。”

“困”如“断电”

每逢考试，刘彩霞总要提前
提醒监考老师，杨铥铥睡着时要
把她叫醒。杨铥铥也不想这样。
她拿笔、圆锥扎自己，也“制服”
不了困意，白白在胳膊和大腿上
留下了一个个伤疤。

“头悬梁锥刺股的事情，在
青少年患者中很常见。”韩芳说。

发作性睡病患者组织“觉主
家”负责人暴敏冬，也是一名发
作性睡病患者，她把这种难以控
制的嗜睡比喻成“强制断电”。在
她看来，得了这个病的人，就像

一块蓄电池，容量比平常人小，
还时不时“断电”。这种“断电”不
由自主，而且能在几分钟，甚至
几秒钟内进入梦境，而正常人可
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到。

一次突然“断电”，可能持续
几分钟到数小时，每天数次到数
十次不等。经过短时间的“充
电”，患者可以保持清醒，但不能
维持太久。

暴敏冬自嘲说：“就像手机
广告说的那样，充电五分钟，通
话两小时。”

除了突然“断电”，患者还有
猝倒、睡瘫(俗称“鬼压床”）、幻
觉和夜间睡眠紊乱等症状，它们
与白天犯困并称为发作性睡病
的“五联征”。

“发作性睡病患者的噩梦特
别生动，就像真实发生的一样，
醒了之后依然记忆犹新，以至于
有的患者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有一阵子，暴敏冬连续梦到被人
追杀，醒来后很长一段还能“闻
到”梦里的血腥味。

在睡觉前，暴敏冬还能清楚

地听到“不存在”的电台广播声
音。在韩芳接诊的小患者中，有
人睡觉时能“看到”人影、“听到”
敲门声。

“至于‘鬼压床’，成年人都
害怕，更别提小孩了。”暴敏冬
说，很多病患到了青春期还得父
母陪着才敢入睡。

这些外人难以体验的复杂
症状，导致“充电人”经常被误诊
为癫痫和精神病。

韩芳说，对发作性睡病认识
不足导致的误诊较为常见，不少
患者在确诊之前，已经走了好几
年的“弯路”。

多重“困”境

除了“困意”，“杨铥铥”们还
面临“不被理解”之困、“无药可
用”之困以及“无钱可治”之困。

杨铥铥记得，很长一段时
间，不管自己怎么解释，有些老
师总是说，“她的病不过是不想
上学找的借口，全是家长惯出来
的”。

暴敏冬说，很多人固执地认
为，不就是犯困吗？不能克服克
服，再挺一挺？即使已经确诊的
儿童，也常常得不到家人、老师
的理解。

“对于孩子来说，不理解、贴
标签都是伤害。一些孩子因此陷
入深深的自责，变得自卑、抑
郁。”暴敏冬说。

刘彩霞回忆，没生病前的杨
铥铥聪明伶俐，谁见了都想抱一
抱，给买点好吃的。她叹了口气
说，女儿生病之后，性格变得暴
躁，还对刘彩霞说，不要她管。

但母亲哪能不管呢？拔罐、
针灸……能尝试的希望，刘彩霞
都没放过，也碰到过不少医托和
骗子，最后不得不接受目前这病
还没法根治的现实。

刘彩霞是县医院的助产士，
每月工资三千元，丈夫郭伟在工
地打零工，收入不稳定。

杨铥铥吃“莫达非尼”，属于
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这种
药国内已有药厂仿制，300块钱
一盒，一盒两片。”刘彩霞介绍，

“但这只是一天的量。贵，还不一
定买得上，据说全国只有 20家
医院能开。”

不少患者选择从国外代购，
因为疫情，这一渠道已经中断。
也有患者吃的是另一种促醒药

“专注达”，一种治疗多动症的处
方药。一盒 15片 300元，能管一
周。

韩芳介绍，国内尚未正式批
准任何药物用于治疗发作性睡
病，医生用药选择非常有限。患
者目前使用的药品都是超适应
症用药，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和经

济压力。
刘彩霞建了一个 100 多人

的患者家长微信群，大部分人反
映可用药少、用药难、用药贵等，
期盼相关药物能获批，并纳入医
保。

“‘困’兽犹斗”

杨铥铥已经上了高二。刘彩
霞眼下最担心孩子以后怎么办，

“很多事不敢去想，只盼着孩子
能用上更好更便宜的药”。

2018年 5月，国家卫健委、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其他
部门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包括了 121种罕见病，并提出今
后会继续调整和扩充。遗憾的
是，发作性睡病暂未被纳入。

暴敏冬觉得，和其他罕见病
患者一样，发作性睡病患者也希
望得到社会更多关注，希望“病
者有其药”，并纳入国家医保支
付目录。然而，很多发作性睡病
患者和家长却不愿意“被看见”，
不愿被确诊。他们觉得，既然目
前无法根治，那确诊不确诊又有
什么区别？为啥还往自己身上贴
个罕见病患者的标签？

遇到这种情况，暴敏冬总是
耐心地告诉他们，首先确诊能够
缓解患者的自责情绪，并不是自
己意志脆弱，而是确实生病了；
其次，只有确诊了才能够用上缓
解症状的处方药，才谈得上改善
生存状况；再次，都不去确诊，医
生如何研究这种病？谈何治愈的
希望？如果患者都“隐身”了，社
会如何关注到这种病和患者呢？

据新华社

他们发病就像突然“断电”，还面临“不被理解”“无药可用”——

睡病患者，被“困”住的人生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做睡眠游戏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做睡眠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