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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文明办、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

《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
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指出，禁止未
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严控未成
年人从事主播，优化升级“青少
年模式”规范重点功能应用，加
强高峰时段管理等。

禁止未成年人
直播打赏

《意见》指出，近年来，网络
直播新业态迅速兴起的同时，
平台主体责任缺失、主播素质
良莠不齐、打赏行为失范等问
题多发频发，导致未成年人沉
溺直播、参与打赏，严重损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等社会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四部门
提出相关意见。

《意见》对未成年人提出规
范要求，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
打赏。网络平台应健全完善未成
年人保护机制，严格落实实名制
要求，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现金
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
各类打赏服务，不得研发上线吸
引未成年人打赏的功能应用或
开发诱导未成年人参与的各类

“礼物”。

严控未成年人
成为主播

在未成年人主播方面，严控
未成年人从事主播。《意见》要
求，平台不得为未满 16周岁的
未成年人提供网络主播服务，为
16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提
供网络主播服务的，应当征得监
护人同意。

《意见》还对“青少年模式”提
出了优化升级的要求，平台应增
加适合未成年人的直播内容供
给，严格内容审核把关流程，并优

化模式功能配置。此外，《意见》还
提出，平台应建立未成年人专属
客服团队，对未成年人冒用成年
人账号打赏的，网站平台应当在
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及时查核，属
实的须按规定办理退款。

榜单、“礼物”是吸引青少年
“围观”互动的重要功能应用。
《意见》指出，网站平台应在《意
见》发布一个月内全部取消打赏
榜单，禁止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
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
禁止以打赏额度为标准对用户
进行排名。

此外，每日 20时至 22时是
青少年上网的高峰时段，也是规
范网络直播的重要时点。对此，

《意见》要求，网站平台在每日高
峰时段，单个账号直播间“连麦
PK”次数不得超过 2次，并且不
得设置“PK惩罚”环节或为“PK
惩罚”提供技术实现方式。

平台方需
进一步完善技术

在互联网独立分析师丁道
师看来，新规的出台是意料之中
的，“之前就已经出台了未成年
游戏打赏规定，这次把范围进一
步扩大了”。

这些规定的出台是对现实
问题的回应。近年来，未成年人

利用家长账号为主播打赏的案
例层出不穷。据媒体报道，2020
年，江苏一名市民卖房用来还债
的 40万元被孩子用于直播刷礼
物、玩网络游戏，最终银行卡内
只剩 0.23元。同年，还曝出了一
名 16岁少年在观看直播时，累
计给主播打赏了近 200 万元的
新闻。

“未成年人在对社会各种事
物的认知上，有不成熟的地方，
比如沉迷游戏、过度打赏、粉丝
应援等，他们的三观尚未完全确
立，需要社会制定规则来引导和
规范他们的行为。此次新规的出
台，正是国家进一步保护未成年
人的重要措施。”浙大城市学院
传媒学院院长沈爱国教授告诉
记者。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
新规的出台意味着未成年防沉
迷进入了细分领域。

对于《意见》的落地，盘和林
认为，这不仅需要行业进一步自
律和官方治理加大力度，也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的重
点就是网络平台从技术上进一
步完善。“比如平台的实名制认
证，不仅要在注册的时候认证，
也要考虑在使用的时候进行身
份验证，以防止青少年借成年人
注册信息绕过监管。”盘和林说。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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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网红儿童，这回彻底凉了

卷卷 3岁 4个月的时候，就
戴上了牙套。那是一种可取下
的活动牙套，学名叫双曲舌簧
颌垫矫治器。妈妈何彩忧心女
儿的下牙覆住了上牙，这种症
状通俗的叫法是“地包天”，学
名叫“反颌”，她把矫治器卡在
女儿上颌牙里面，每天让她坚
持佩戴 12个小时，睡眠时也尽
量不摘下。

近几年，在青少年和成人整
牙热潮中，一些商家将眼光投向
低龄儿童口腔市场。在一线城市
及东部沿海地区，儿童口腔连锁
诊所已经随处可见。记者走访发
现，在这类儿童口腔诊所中，低
龄矫治已经蔚然成风，在他们的
营销话术中，牙颌畸形越早治
疗，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
低，“基本不复发”。

根据本世纪初口腔界泰斗
傅民魁的一项流调结果，中国儿
童和青少年错颌畸形患病率约
有70%，但在权威专家看来，“早
发现早治疗”的概念在儿童领域
是错误的。中外许多研究显示，
所有种类错颌畸形的最佳矫治
期均在 8岁之后，有的人在 8岁
后矫治效果更好，有的人 4岁矫
治和 8岁矫治效果相同，但出于
对幼儿的人道关怀，并不倡导过
早矫治。

母婴博主的焦虑

何彩是 90 后全职宝妈。平
时，她喜欢将与女儿卷卷的生活
分享在社交软件上，有几百粉

丝。2021年 7月的一天，她收到
一条私信，对方自称本地某儿童
口腔诊所的推广人员，邀请她带
女儿到店免费体验洗牙、全口涂
氟与颜面筛查，还提供试戴隐形
牙套的机会与 100元报酬，只需
事后帮忙在社交软件上发一篇
推广笔记。

何彩后来制作的视频笔记
被这家儿童口腔诊所社交账号
收录，截至 2022年 4月 6日，其
账号下共 15篇类似笔记，这些
笔记集中发布于 2021年 7月 23
日至 8 月 26 日，持续一个月左
右，平均2天至3天一篇。笔记的
作者都是当地母婴博主，目前粉
丝数量从几百到8万不等。

在 15篇笔记中，共包括 16
位小患者接受了这家儿童口腔
诊所的服务(其中一篇笔记是龙
凤胎)，项目包括清洁、涂氟与十
项全面筛查，小患者在 3岁半到
6岁不等。除了何彩与卷卷的视
频笔记外，其余均为图文笔记，
涉及这家口腔诊所在当地的 4
家店面。

记者发现，这些笔记的文案
类似，例如对“口呼吸”的科普，

“口呼吸会影响牙齿、颌骨和面
型”；对儿童黄金矫正期的标准，

“5岁至12岁是孩子牙齿矫正的
黄金期”；还有对于某口腔诊所
的宣传口径：“他们家售后期是
贯穿了孩子整个替牙期，会一直
到孩子换完牙为止”。文案的类
似并非偶然。

何彩对女儿的面容充满焦
虑。她告诉记者，早在卷卷 1岁

多的时候，她发了卷卷笑容的照
片在朋友圈，就有朋友留言提醒

“宝宝有些反颌”。何彩用手机查
了资料，百度显示，儿童反颌“3
岁矫正比较合适”。

何彩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
就是互联网，她搜索后发现，这
家诊所在省内连锁经营，针对儿
童口腔问题“比较专业”，这让她
最终下定决心让女儿在这家诊
所治疗。2021年 9月，卷卷 3岁 4
个月，被诊所的医生诊断为前牙
反颌，一副双曲舌簧颌垫矫治器
进入了卷卷嘴里。医生建议佩戴
矫治半年，然后再观察半年，一
个月复诊一次。

双曲舌簧颌垫矫治器是一
种口腔活动矫治器，90 年代初
期广泛应用于乳牙、替牙期反颌
的矫治。随着固定矫治技术的发
展，此类活动矫治器的使用已经
越来越少。在临床应用中发现，
双曲舌簧存在力量过大、衰减过
快、易于折断，且复诊间隔时间
较短等缺点。

儿童矫正并非越早越好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对幼儿
进行牙齿矫正没有必要。在北大
获得正畸双博士学位，目前供职
于赛德阳光口腔诊所的关心介
绍，儿童早期矫治的最佳时机是
在8岁至10岁，这段时间是孩子
的发育高峰，“骨骼生长发育塑
性特别快”，而牙齿矫正的根源
就在于骨骼的重塑，因此在这期
间进行矫治，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如果在发育高峰前进行矫

正，虽然有时会有一定的效果，
但会增加孩子的治疗周期。“本
来能半年完事的矫正，如果更早
开始，很有可能拖成两年。”关心
认为，如果孩子的童年在矫正牙
齿的痛苦中度过，会降低孩子的
生活质量，也会伤害亲子关系。

反颌即“地包天”，中国在近
30年前就已经对其早期干预情
况有了研究。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主任医师徐宝华告诉记者，在
1995 年，他曾研究过对反颌的
早期矫正。当时，他发现，已经有
国外研究证明，对 4岁幼童进行
矫正，和到 8岁再开始矫正，最
终效果是一样的，因此，发达国
家并不建议 4岁开始矫正。“孩
子那么小，很难配合，心理也不
成熟，矫正是个痛苦经历。”

不良医疗机构制造焦虑

2022 年 4 月初，记者与为
卷卷矫正的口腔诊所客服取得
联系，对方称，在他们的口腔诊
所里，还有两周半开始矫正反
颌的小患者。“具体的矫正方案
因人而异。”他说，反颌矫正通
常分为三个阶段：矫治期三个
月到半年，保持期半年左右，此
后每三个月定期复查。“小朋友
越小，处理的问题越少，等长大
了再处理，问题越大，小朋友越
受罪。”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口腔门
诊部的工商注册时间是 2019年

11月26日。一些介绍中称，这家
口腔门诊成立于 2016 年，诊所
有 7家连锁店，均位于东南沿海
某省。

在北方地区，也有一些连锁
儿童口腔机构。记者以顾客身份
咨询了北京的某大型连锁儿童
口腔诊所，幼童矫治疗程报价也
在万元左右。一名自称医生助理
的人士说，如果父母有反颌的情
况，儿童也会遗传。“第一个治疗
周期最好是 3岁至 5岁，可以防
止面型发生变化”，对于遗传性
反颌，将建议在 6岁至 8岁和 12
岁至 17 岁继续两个周期的治
疗，“可改善面型”。

这些观点令正规的正畸医
生感到惊讶。关心告诉记者，这
两年她时常接诊到非常低龄的
小朋友。就在前几天，她接诊一
个病人，对方带着自己 3岁的宝
宝一起看诊，并称某儿科诊所的
医生说孩子有咬合问题，需要矫
正。但关心惊讶地发现，孩子长
着“一口完全正常的乳牙颌”。

专家指出，口腔正畸市场的
过度低龄化值得警惕，“孩子的
市场确实特别巨大，因为家长可
能不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但
是他们愿意花钱给孩子，很多不
良的医疗机构，就是抓住了父母
这种心理上的特点，想把家长的
钱从兜里掏出来。”但不论幼儿
还是成人矫正，都属于医疗行
为，都应该遵循医疗的标准和规
范。

据《中国新闻周刊》

胡闹！3岁孩子每天戴牙套
专家：儿童牙齿矫正最佳年龄8岁至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