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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丸到货了，那方面
不行的，赶紧联系我。”直播间
里，主播推销着手里这款“大力
丸”，他不明说这款产品为男士
性药，而是隐晦地暗示其疗效，
引导粉丝们购买。

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定陶
分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大
队民警聂大力介绍，2023 年 4
月，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后，便开
始侦查这起直播间假药案。

经过调查，聂大力和同事们
发现，这款被冠以“名贵中药制
作”“百年宫廷配方”的药丸，只
是几个非医学专业人士用药粉
和面粉手工搓制而成，不仅没有
保健食品必备的“小蓝帽”标志，
还是三无产品，被检测出含有食
品保健品中严禁添加的西药成
分，最终菏泽市市场监管局认定
其为“有毒有害食品”。

此类直播乱象仍在持续发
生。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仍有不
少主播在直播时夸大保健品的
功效，宣称可以包治百病。

为了躲避平台审查，主播们
通过替换违规词、剧情演绎或展
示图片的方式暗示假药假保健
品的治疗功效，且为了防止直播
间突然被平台警告或关闭，主播
们往往使用多个账号同步开启
直播，随时切换。

直播间里卖“保健品”

今年四月，聂大力和同事们
接到群众举报之后，在直播间里
蹲守了一个多月。有近十个主播
在直播时引流售卖这款“巧克力
丸”，这些主播拥有一定粉丝量，
最多的粉丝人数超过50万。

在直播间里，主播手里拿着
一粒黑色丸子，从不直言它的功
能，只一味地说“一吃就好”，一
边说，还一边引导粉丝加他们公
布在主页的微信，通过微信进行
交易。

警方得到群众收购的“药
丸”之后，在菏泽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合作下，菏泽市公安局定
陶分局将样品送至青岛进行检
验，发现内含一种对人体有害的
物质西地那非，且含量很大。

5月29日，聂大力和同事们
先在一个主播常去直播的地方
蹲点，在其直播时将其抓获，又
通过该主播供述出上线宫某。警
方随后找到宫某所在地，破门而
入时，宫某正想砸毁手机，销毁
交易证据，而“药丸”早已被藏匿
在洗衣机里。

经宫某供述，其上线王某建
便是直播间“药丸”的生产者。王
某建向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孙
某买来药方。这些被冠以“名贵
中药制作”“百年宫廷配方”等名
号的药丸，实际上都是自行购买
原料，手工制作而成。从直播间
卖出的一万多粒药丸流入至 19
个省市。

警方在王某建家中发现了
糖浆、天平、网筛和各种各样的
原料包装。聂大力说，他们的生
产方式都非常简单，就是揉面、
和面，然后手搓药丸，经过称重
后再包装。这款所谓药丸，实际
上是三无产品，经过检验最终被
当地市场监管局定性为有毒有
害食品。在直播间以50元至100
元一粒销售，然而最初一级的代
理售价仅要 8 元，而成本则更
低。

聂大力指出，“蓝帽子”是我
国保健食品特有的标识，通常在

保健食品的包装或标签上还需
标有“国食健字”的批准文号，但
即便是正规保健品也不具备疾
病预防、治疗的作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标注
警示用语指南》中明确规定，在
产品最小包装物的主要展示版
面上设置警示区，明确标注“保
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
治疗疾病”警示语。

以往，聂大力办理的类似案
件都是线下接触式的，而现在以
互联网为依托进行销售，依靠主
播的影响力获利，由于销售者和
消费者的空间被完全隔开，网红
主播们有了更多造假的空间。

实际上，这类直播间贩卖假
药欺骗老年人的案件在近年来
屡见不鲜。2022年，淮南警方曾
打掉一个售卖虚假保健品的诈
骗犯罪团伙，26 名嫌疑人各司
其职，专门在直播中伪造专业讲
师身份，虚构治病经历，诱骗老
年人购买他们口中各种各样的

“保健品”——成本几块钱的糖
果，这一“糖果”没有任何保健作
用和药用价值，而该团伙涉案资
金 2 亿多元，资产达 2000 多万
元。

剧情演绎直播带货

“戴上项链，偏瘫患者都直

接站起来了，能正常行走了。”直
播间里的人扮演着偏瘫患者，主
播宣称，这款项链除了治疗偏
瘫，还是“心脏病患者的福音”。

刘珍月的姥姥沉迷带货直
播间两三年了，刘珍月说，姥姥
时不时就买回一两件保健品，有
的是带有“小蓝帽”标识的保健
品，有的是被夸大成能救人治病
的固体饮料。这一次，姥姥听信
了直播间里推销的这款项链。

这款产品叫“活能派派石项
链”，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店铺
仍在进行售卖。

记者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官网上查询其资质，在境内
医疗器械（注册）栏中输入相关
关键词，没有查到任何相关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
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
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
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
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
语。

刘珍月发现，姥姥关注的所
有主播，都是通过剧情演绎的方
式直播带货卖“保健品”。而带货
往往在剧情演绎至讨回公道的
时候出现，主播为了报复，说要
将对方的“好东西”亏本甩卖。像
追剧一样，姥姥每天都会看，有
时候甚至看到凌晨一两点。

记者查询发现，多个短视频

平台曾发布整治演戏炒作带货
的通知。2020 年 11 月 14 日，快
手平台发布首期“剧本、演戏炒
作卖货”专项治理违规公告，对
一些主播以“扰乱电商平台秩
序”进行处置，文中称，这些主播

“利用家庭矛盾、离婚出轨、团队
矛盾等与商品销售无关的元素
炒作，诱导粉丝购买商品，严重
影响了用户的购物体验、观感体
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2021年3月，抖音安全中心
发布《“卖惨带货、演戏炒作”违
规行为处罚公示》，宣布平台已
对卖惨带货、编造离奇故事、演
戏炒作等行为进行违规处罚。30
天内，抖音处理了相关违规直播
间446个，封禁违规账号33个。

乱象仍在发生

然而，此类直播乱象仍在持
续发生。不少主播在直播时夸大
保健品的功效，宣称可以包治百
病，有的产品详情页上不仅没有
标注保健食品必须有“蓝帽子”
标识和“国食健字”批准文号，而
且没有任何图文介绍，甚至产品
图上还打着马赛克。为了躲避平
台审查，主播们通过替换违规
词、剧情演绎或展示图片的方式
暗示其治疗功效。

12月7日晚上九点，短视频

平台“芸老大 J解气2号”直播间
正在推荐一款“百草养元方”的
产品，主播们分成两派，演绎着
寻亲复仇的剧情。直播间的左上
方写着“虚构剧情”，而右下角则
是产品链接。

主播们手里拿着海报，指着
上面的字“肺癌、食管癌、肝癌、
乳腺癌”“5 年不用打针……”，
用隐晦的方式说着这款产品的
功效，然而产品介绍页却只有一
张药盒的图片。

记者点进该商品所在店铺，
还能看到不少类似的产品，都没
有完整的产品标题，也没有详细
功效介绍。

据记者观察，从 10 月底至
今，名字里含有“芸老大”或“云
老大”的账号，每天持续同步开
启直播，演绎剧情，在复仇时推
荐带货，而产品往往被他们描述
成能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

11月 8日，记者在“芸老大
X2号·蓬荜生辉”直播间购买了
主播们声称的“华佗古方制作而
成”的“片仔癀”，主播称“失眠、
眩晕，气血两虚，片仔癀都能吃、
都能治，能清热凉血，得了褥疮、
疥疮，也能拿片仔癀碾碎外用治
好，跌打损伤吃上就好”。

然而商品到手之后，记者发
现，产品包装盒上明确写着“固
体饮料”“本产品不能代替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

食品、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且
产品与直播间主播描述的“几岁
都能吃，什么人都能吃”不同，禁
忌一栏处明确写着：孕妇、婴幼
儿，对配料过敏者不宜食用。

资料显示，真正的“片仔癀”
是一种中成药，由牛黄、麝香、三
七、蛇胆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凉
血化瘀，消肿止痛的功效。

而直播间里这款同样名为
“片仔癀”的产品，实际上是固体
饮料。《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固体饮料质量安全监管的公告》
（2021 年第 46 号），自 2022 年 6
月 1日起正式实施，该公告对固
体饮料的质量安全、销售宣传、
标签标识等提出了诸多要求，如
固体饮料的食品名称不得与已
经批准发布的特殊食品名称相
同；不得明示、暗示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保健功能以及满
足特定疾病人群的特殊需要等。

屡禁不止、维权困难

因听信直播间里宣称的“调
节血脂、改善睡眠”，方子娟的妈
妈也在直播间买了很多“保健
品”。

方子娟说，母亲的身体不
错，但有些小毛病，比如骨质增
生，平时睡眠也不怎么好，她企
图用这些“保健品”改善身体状

况。方子娟回家之后发现，这些
产品均为固体饮料和压片糖果，
没有“小蓝帽”标识，产品说明里
也没有提及保健功效。然而母亲
对此并不了解，主播们在直播间
里将这些产品描述成具有治疗
效果的“保健品”，她便深信不
疑。

她曾以没有“小蓝帽”标识
为由，向视频平台举报并要求退
款，然而只有一小部分退款成
功，有的产品被以未违规、超过
售后期等理由而拒绝退款，直至
现在，有些店铺已经关闭。

刘珍月也曾多次向平台举报
她姥姥下过单的直播间，但是即
便举报成功，很快主播便会切换
账号重新开启新的直播。她还试
着向产品原产地的市场监督管理
局举报，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

记者也发现，这些主播往
往会打开多个账号同步开启直
播，有的直播间只直播，不挂产
品链接，只有少数一两个直播
间挂着产品链接。但通常，他们
都会在直播中途放出字样，引
导粉丝点击直播间右下角的账
号，进入有链接的账号继续听
直播。

子女们在举报，而“爹妈们”
却沉迷其中。记者发现，每次主
播在直播时演绎复仇剧情，评论
区里都会有粉丝提醒主播们“注
意安全”，随机点进这些粉丝主

页，发现关注这类直播间的，基
本上都是年龄标注为六七十岁
的老年人。

这种凭生活经验就能判断
出的假保健品为什么能吸引这
么多老年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心理研究所王大华教授分
析，由于部分老年人本身可能存
在一些难以根治的慢性疾病，他
们可能更愿意去尝试多种不同
的方法，“万一他们就成了那个
被治愈的少数幸运儿呢”？

聂大力坦言了查处此类案
件的现实因素，“送检是非常困
难的问题”，他说，无论是假药还
是假保健品，都需要市场监管部
门先行认定。“鉴定是非常考验
侦察员的”。

“很难找到突破口”，聂大力
说，药的每种成分都需要特定试
剂和试纸去化验反应，一项检测
费是 300元左右，周期在一周左
右。如果全检，一个药丸大概要
检测 200多项，花费六七万元，
周期也拉得很长。

让老年人安全“触网”

“因为害怕而不去接触，才
是最大的风险。”王大华认为，
老年人并非容易上当受骗的群
体，只是老年人受骗的代价比
较大。

王大华发现，大多数老年人
仍是互联网时代的被动接受者，
她倡导终生学习，鼓励老年人主
动拥抱时代的新变化。此外，老
年人应该保持良好家庭关系，让
自己拥有必要的社会支持，这样
比较容易寻求决策建议，以便作
出合理的选择。

社会各方也应该合力减少
老年人被骗的可能性，王大华
说，例如平台可以在法律允许的
条件下，对老年人账号进行大数
据分析，更精准地排查可能存在
的风险，并及时处理。

甘仕荣认为，平台应该承担
起一部分监督的责任。他指出，
监管此类事件的难点在于应接
不暇，违法主体相对比较多，需
要在技术上增加执法力量，例如
将相关直播平台接入市场监管
部门执法平台。

“这些主播将非保健品说成
是保健品，就是以假充真，制假
售假，销售金额超过 5万元的，
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甘仕荣
指出，在直播间里售卖此类“保
健品”，涉及平台、商家、主播和
消费者这四类主体。平台和主播
是否承担责任，得看他们是否明
知此类产品并非保健品，还声称
系保健品进行售卖。

他说，如果平台参与此类违
法行为，共同知假售假，就需要
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和被行政
处罚的责任，情节严重，可能承
担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而主播
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构或
者公司选取的带货产品为伪劣
产品，仍进行销售，符合法定入
刑条件的，将构成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等罪名。

甘仕荣认为，当下平台方
应该加强形式上的审核和监
管，要求主播和商家销售的产
品必须有相应的许可或者认
证，有相应的产品合格证。另外
对主播和商家售假行为，平台
介入处理后，及时按照规则赔
偿消费者。

（刘珍月、方子娟为化名）
据《新京报》

躲避平台审查替换违规词，剧情演绎暗示治疗功效，多个账号同步直播随时切换

直播间里的“保健品”，花式收割老年人

聂大力和同事们查获涉案物品 主播手拿海报说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