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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垫江县澄溪镇
富华新城小区，57 岁男子杨旭
（化名）使用绳索“吊脖”锻炼时
发生意外，不幸离世。

日前，记者来到该小区，涉
事的那台上肢牵引器没有人再
使用，器械上的绳子也被取走。
有居民向记者还原了事故发生
时的情景：“路过的人发现情况
不对，当时谁也不敢去碰他，赶
紧报了警。”在邻居们的印象中，
杨旭酷爱健身，每天很早出门跑
步，冬天也是光着膀子锻炼，他
们对这起意外十分痛惜。

居民们表示，没听说过杨旭
有颈椎病，他“吊脖”锻炼应与颈
椎病无关。但网上仍有很多人在
分享这种特殊锻炼方式的视频，
宣称可以治病。对此有医生表
示，“吊脖这个动作相当危险，也
起不到锻炼的作用。”

“发现情况不对，
但谁也不敢碰他”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重
庆市垫江县富华新城小区一名
男子在锻炼时发生意外离世。视
频拍摄者称，“他脖子吊在绳子
上，才五十多岁。”

当地权威部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澄溪镇富华新城小区
57岁居民杨旭在小区健身器材
上锻炼时，不慎被绳索吊住发生
意外离世，“本来应该是手吊在
绳索上进行锻炼，但他是把绳索

系在脖子上锻炼。”
日前，记者来到事发的富华

新城小区。这是个老小区，公共
场所大多是散步或休息的老人。
小区内的空地上有一排健身器
材，其中包括杨旭发生意外时使
用的器材，专业学名为上肢牵引
器。意外发生两天后，居民们没
有人再去碰它们。

居民们介绍，这台上肢牵引
器的把手处本来绑有绳索，在杨
旭发生意外后绳索已被清理。公
开资料显示，上肢牵引器的正常
使用方式是，双手握持绳索下方
的把手，来回向下拉扯，以锻炼
手臂及肩部。

认识杨旭的刘某告诉记者，
杨旭平时要照料九十多岁的父
亲，因热爱锻炼身体，很多居民
都认识他。当天早上，刘某还曾

遇到杨旭外出跑步锻炼，但没想
到中午回来就听说杨旭出了事。

“他喜欢锻炼，大家都晓得他。当
天是路过的人发现情况不对，当
时谁也不敢去碰他，赶紧报了
警，最后警察到了把他脖子上的
绳子解开，才把人放了下来。”刘
某对记者说。

健身器材所在的地面上，遗

留着死者家属燃放鞭炮产生的
碎屑，附近还搭起了炉灶、雨棚
和圆桌，家属正为杨旭办理后
事。

居民否认他锻炼
是为治颈椎病

在小区居民的帮助下，记者
找到杨旭的社交媒体账号，他经
常在这个平台分享自己的锻炼，

还有数千名粉丝。在这个账号
上，杨旭自我介绍称爱好跑步和
瑜伽。他分享自己运动健身、参
加马拉松比赛等上千个视频，就
连下雨天也会进行锻炼，还有头
部倒立、在栏杆上做俯卧撑等高
难度动作，其中多个视频都在富
华新城小区内拍摄。

今年1月29日，杨旭发布了
自己“吊脖”锻炼的视频，配文说

“好像只玩了三次，危险动作，谨
慎模仿”。视频中，他将绳索系在
自己脖子上，绳索上端则连接到
上肢牵引器上，随后双脚离地数
秒。

这个账号还置顶了杨旭去
年 10月“吊脖”锻炼的视频，评
论区有网友提醒注意安全。杨旭
回复：这次使用两根麻绳，更危
险，没基础别模仿。记者对比发
现，视频中的健身器材场景与意
外发生地一致。

有网友猜测，杨旭可能是为
了治疗颈椎病，才多次做“吊脖”
锻炼的高危动作。但富华新城小
区多位居民向记者否认了这一
猜想，“他脚以前受过伤，有点问
题，但是他身体可以，大冬天都
光膀子在小区跑步，没听说过他
有颈椎病。”

专家：“吊脖”很
危险也无锻炼效果

记者检索多个社交平台发
现，诸多用户在分享绳索“吊脖”

锻炼的视频，有老人用绳索挂脖
后，双脚离地身体大幅度晃荡。
多名网友称，此动作能治疗颈椎
病。但真的是这样吗？

“（吊脖）这个动作相当危
险，也起不到锻炼的作用。”武汉
市第四医院脊柱外科中心主任
刘伟军告诉记者，目前主流颈椎
病有两种，一是脊髓型颈椎病，
主要症状是双手麻木、行走不
稳，这类颈椎病千万不可进行类
似视频中的牵引动作，不然很容
易导致四肢瘫痪；二是神经根型
颈椎病，主要以上肢放射性疼痛
为主，大部分患者通过牵引可以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牵引重
量必须在安全范围以内，“牵引
力量一般在身体体重的十分之
一就够了，不能超过六分之一，
过重颈椎承受不了。”

“吊脖”这个动作为什么这
么危险？刘伟军解释说，使用绳
索吊脖牵引可能对气管软骨造
成损伤，导致憋气；更重要的
是，牵引力量过大会导致第二
节颈椎骨折脱位，并造成颈髓
受压。“上颈髓是管身体呼吸
的，上面有呼吸中枢，一旦骨折
脱位造成脊髓受压，马上就会
导致死亡。”

刘伟军提醒，患有脊髓型颈
椎病的患者，千万不能进行牵引
动作；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可在
医生指导下进行牵引动作，但要
控制好重量。

据极目新闻

57岁男子“吊脖锻炼”不幸身亡
小区居民：他酷爱锻炼，此举并非是为治颈椎病

“当时一个小朋友（在画面
中）走来走去，没有拍到正脸，只
是拍到了背影，直播间就被封
了。”广东的付女士是一位宠物
博主，一次直播过程中，一名幼
童多次进入直播画面与宠物互
动，结果没多久她的直播间就被
封了。对此，平台给出的解释是

“禁止未成年人直播”。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大直播

平台禁止未成年人开通直播权
限，所有用户在开播认证环节需
设置实名认证，防止未成年人入
驻成为主播，并明确未成年人不
能开播、不能和成年人一起同时
出镜直播。对于未成年人使用成
年人账号开播的情况，平台在收
到用户举报核实后将永久收回
其直播权限。

虽然禁止未成年人开播是
平台底线，但记者调查发现，仍
有未成年人成功避开了监管进
行直播。

利用家长身份认证
未成年人偷偷直播

今年 4月，年仅 9岁的小李
在社交平台刷到一些直播视频，
觉得很好玩，也想和别人一样开
直播，但遇到了阻碍——她是未
成年人，在开通直播功能时，未
能通过平台的实名认证。

于是，小李在网上发帖求
助，想问问大家该怎么办。

有网友留言称，可以“绕
开”平台监管开直播，并分享了
具体的操作流程。按照这名网
友提供的方法，小李借助妈妈

的实名认证进行了自己的第一
场直播——直播间只显示平板
上的实时游戏画面，没有拍到小
李，但是能够听到她的声音。截
至目前，小李已经做了 9 场直
播，直播内容多与游戏相关。

“我喜欢玩游戏，也想通过
直播分享游戏过程。每天晚上 7
点开始，我会直播玩 1小时左右
的游戏，然后去睡觉。周末或者
放假的时候会直播得久一点，有
时候下午播，有时候是晚上。”小
李说，目前她的直播间还没有被
平台检测出存在未成年人直播
问题，没有被封过。

来自辽宁的 10岁主播小米
就没有这么“幸运”。有一天直播
时，系统突然显示“直播间因存
在‘未成年人直播’违规行为，关
停 12小时”，随后强制关闭直播
间。

北京盈科（呼和浩特）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内蒙古自治
区律协未保委委员孙芳认为，未
成年人借父母的实名认证进行
直播，审查难度较大。部分网络
服务提供者要求人脸认证，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但
一旦实名认证成功后，对于该账
号发布的视频、内容是否涉及未
成年人，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后续
监管。

视频频现儿童身影
内容创作必须合规

相较于直播的严格限制，短
视频形式目前成为不少未成年
人及其父母运营账号的首选。

“我平时可喜欢画画了，我
之前直播画画给别人看，结果被
平台封号了，所以我现在都是拍
短视频。”在浙江上幼儿园的小
胡已经熟练掌握短视频的简单
拍摄和制作，她用手机录下画画
的全过程，再将视频上传至平
台。

记者注意到，小胡的账号主
页目前仅有4月至今的3条短视
频可被查看。虽然是拍视频，小

胡还是保留了一边画画一边聊
天的习惯，视频中还可以听到小
胡向观众询问希望自己下一次
画什么内容。

以未成年人为内容主体的
短视频中，除了像小胡这样自己
进行拍摄外，更多的是以父母的
视角进行记录。比如某短视频平
台账号“晒娃××”的粉丝数有
3000 多万，几乎每一条视频都
能获得几十万至几百万点赞量。

山东的孙女士平时运营着
一个育儿账号，以拍摄孩子日常
生活为主，她表示拍日常生活是
最方便的，因为不怎么需要构思

脚本，而且小朋友自然流露出来
的可爱瞬间反而最吸引人；不过
这种拍法变现比较难，因为不好
设计产品植入的环节，带货很容
易变得生硬、招人烦。

未成年人直播不行，花大量
时间用于拍摄短视频行不行？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朱杰介绍，短视频
没有一律限制未成年人出镜，
而是对其出镜所表现的内容进

行了规范。比如《网络短视频内
容审核标准细则》规定，短视频
不允许出现不利于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内容，包括表现未成
年人早恋的，以及抽烟酗酒、打
架斗殴、滥用毒品等不良行为
的；人物造型过分夸张怪异，对
未成年人有不良影响的；利用
未成年人制作不良节目的；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未成年
人节目管理规定》也明确，不得
制作、传播利用未成年人或者
未成年人角色进行商业宣传的
非广告类节目。

落实实名认证
多方协同加强监管

关于未成年人直播，我国目
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规
范体系进行规制。

2022年 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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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指出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
网站平台应对利用所谓“网红儿
童”直播牟利的行为加强日常监
管，发现违规账号从严采取处置
措施，并追究相关网站平台责
任。

孙芳说，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对于未成年人直播进行了明确
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
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
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
务；为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
服务时，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
认证，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同意。

对目前还存在的少数未成
年人偷偷当主播的现象，有专家
认为，家长应履行好自己的责
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管。
学校和社会应积极参与其中，共
同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平台应
建立必要的数据模型来识别参
与者是否为未成年人，并对涉及
未成年人打赏等问题进行及时
处理。

据《法治日报》

偷偷直播、绕开监管……

未成年人当主播拍短视频调查

““男子吊脖锻炼致死男子吊脖锻炼致死””现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