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的太离谱了，网购那么
久，没见过这样会玩文字游戏的
商家。”

河北邯郸的崔阳最近在某
电商平台下单一款抽纸，商品规
格为150张×6包，结果收到后只
有3包，还是100抽的。对此商家
的解释是，150张×6包就是 900
张纸，100 抽的纸是三层的，一
包100抽的纸巾可以看作300张
纸，900张就是 3包，“并没有发
错”。

“纸还能一张分成三张用？”
崔阳不能接受店家的说法，申请
退款，对方不同意，他又申请平
台介入。最终，平台同意了崔阳
的仅退款请求。

崔阳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
调查发现，近年来，在电商平台
上，一些商家在宣传商品时，经
常以超低价、实惠装等作为营销
噱头，消费者收货后才发现被商
家的“图文游戏”绕了进去，掉进
消费陷阱。

消费者被商家的
“图文游戏”绕了进去

今年 2月初，山东临沂的大
学生吴鑫刚买 3个多月的机械
键盘坏了，不亮灯、开机没反应。
他联系客服退换时，对方却表示
质保期已过，应当由吴鑫自己维
修。

“我下单时，这款键盘的宣
传图明明在醒目位置写着‘6个
月质保，可退可换’，我把相关图
片给客服发过去后，对方却将底
部一行很小的文字标出，上面写

着‘以 3个月质保为准’。如果不
仔细看很难看到。”吴鑫说，他将
相关证据发给官方客服，目前已
经成功退款。

今年年初，湖北武汉的李珂
在某店铺花 13.9元下单了商品
名称为“买 3送 3”的袜子套装，
但收到货后只有3双袜子。

李珂回忆说，下单时，商品
图片中有 6双袜子，旁边的小字
也写着“买3送3”。他询问客服，
客服解释，“买 3送 3”就是字面
意思，一共发 3双，不是额外再
赠送 3双。且商品图片旁边还有
一行小字，写的是“买3双发3双
装（品质胜过）6双”。对此客服
的解释是，“我们家单只袜子很
厚实，一双顶两双”。

记者采访发现，这样的“图
文游戏”所涉商品价格往往不
高，一些消费者即使想维权，可

一想到花费的时间精力可能比
商品价值还要高，也只好无奈放
弃。

“本想着买个垃圾袋不会遇
到什么坑，结果还是被我碰到
了。”今年 1月，浙江诸暨的刘宇
在某网购平台刷到一款低价促
销的垃圾袋，商品链接写的是

“买 5送 5，共 10g”“买 50送 50，
共100g”……此外没有任何地方
写明垃圾袋的数量。结合商品详
情信息，刘宇认为这里的“g”应
该指的是“个”，所以花 4元多下
单了“买50送50”的选项。结果，
以为能收到 100个垃圾袋的他，
拆开快递却只看到薄薄一卷垃
圾袋，外包装上写着25件。

“垃圾袋数量是否有问题？”
刘宇刚把这句话发给客服，对方
就直接发来一段话：“我们垃圾
袋一个是 4g，100g是 25个垃圾

袋。”按照客服的解释，“g”指的
是重量单位。这番解释让刘宇啼
笑皆非，“没想过垃圾袋还能按
重量卖，还好钱不多，只能自认
倒霉”。

这种“图文游戏”
为何会大量存在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姜保良认为，原因在于商家违法
成本与收益失衡。现行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广告法规定了虚假宣
传需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对“图
文游戏”此类现象的处罚常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按价款三倍赔偿（不足500元补
足）。现行法律针对小额商品欺
诈的处罚力度不足，难以形成威
慑。商家受利益驱使，通过这种
方式能以低成本获取高利润。

电商平台监管难度大。电子
商务法第三十八条要求平台对
经营者资质审核，但电商平台商
品种类繁多、商家数量庞大，对
商品描述的真实性审核多依赖
算法，易被“图文”规避。例如，商
家标注“迷你款（尺寸见详情）”
但详情页字体微小，平台技术筛
查难以识别。

消费者辨别缺位、维权成本
高。一方面，存在“图文游戏”现
象的网购商品大多价格低廉、数
量众多且标注隐蔽，消费者往往
难以察觉。部分消费者缺乏辨别
能力，易被误导；另一方面，消费
者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权，即
使适用简易程序，诉讼耗时可能
超过 3个月，而赔偿金额仅几十

元，因此多数消费者在发现货不
对板后选择沉默。

如何防范商家利
用“图文游戏”设置消
费陷阱

姜保良建议，细化法律规
则，加大监管力度明确“图文游
戏”等误导消费者行为的界定标
准和处罚细则，提高违法成本，
如增加罚款金额、限制商家经营
等；明确要求商品主图必须展示
实物与参照物的比例尺，如硬
币、A4纸等。主管部门定期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电商平台
和商家的检查频率和力度，严格
审查商品信息和宣传内容。

落实平台责任，完善平台机
制。强化审核机制，平台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商品
图文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
审核，同时增加人工审核环节，
提高审核准确性。平台建立商家
信用评价体系，对存在“图文游
戏”等违规行为的商家进行扣
分、降权、限流等处罚，严重的予
以清退，设立消费者举报通道。

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创
新维权通道。通过媒体、社区等
多种渠道，宣传消费维权知识，
提高消费者辨别“图文游戏”等
消费陷阱的能力。建立便捷的
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如设立
专门的投诉热线或在线投诉平
台，同时简化维权流程，提高维
权效率。

(文中网购消费者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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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放在脉枕上，机械“手
指”轻轻扣住脉门，不一会儿，一
份健康报告就生成了。如今，在
医院、社区服务中心、养生馆等
场所，“AI中医”纷纷上岗。

中医智能设备采集用户面
相、舌象以及脉象信息后，通过
AI 智能识别生成体质分析报
告。这些“AI 老中医”把脉问诊
准不准？用户体验如何？

操作便捷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北京市
东城区的同仁堂国际智慧健康
体验中心，见到了一位“AI 中
医”——中医智能四诊仪。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笔者首
先体验了面诊。将下巴放在仪器
固定处，直视前方，仪器迅速拍
摄下清晰的面部照片。接着是舌
诊环节，根据指示吐出舌头，仪
器立即启动拍照功能。随后进入
脉诊环节，绑带缠绕左手手腕
后，微微的电流声响起，仪器开
始把脉。最后，笔者完成了一份

“四诊合参体质辨识”问卷，填写
了近期身体状况。

几分钟后，“AI 中医”生成
了智能诊断结果，推测笔者日常
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并给出有
针对性的饮食推荐。

中医智能设备操作简便、检

测科学，日益受到患者青睐。
在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现场，一款
名为“俏郎中”的智能中医检测
仪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体验。

“俏郎中”搭载了中医数字化智
能诊断AI系统，使用者手握“鼠
标”大小的设备，2 分钟便可获
得体质辨识、脏腑辨证等全面数
字化评估报告，包含 64项健康
监测和183种疾病风险预警。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的李先
生不久前体验过“AI 中医”。中
医智能设备对李先生进行“望、
闻、问、切”后，判断他有血瘀质
倾向和痰湿质倾向，还向他提供
了养生建议。“蛮准，跟我之前到
医院把脉的结果一样。”李先生
说，没想到机器也能分析得这样
精准。

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合肥
市民王先生先用手机对着舌苔
拍几张照，又回答了 5道题，10
秒后他的体检报告就出炉了。

给王先生做诊断的是一台
“中医AI舌诊仪”，一种通过舌
象来判断体质的中医人工智能
健康状态辨识系统，10 秒就能
够辨识106种体质健康状态。

安徽省针灸医院院长、安徽
省名中医董昌武表示：“舌诊仪
利用大数据手段，根据中医诊断

原理，智能化处理相关中医诊断
要素，快速、准确地辨识中医体
质及健康状态，为健康干预提供
了有力抓手，便于普及。”

中医证候全国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良认
为，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中医现代
化，带来许多新应用场景。比如，
中医人工智能模型辅助医生进
行诊疗，帮助个人进行健康维
护、个性化慢病管理等。

知识渊博

“AI中医”能够精准把脉问
诊，背后是中医药大模型的支
撑。中医药大模型以中医药传统
经验知识图谱作为训练数据，让

“AI中医”拥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背景。

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
药大学等联合研发的“数智岐
黄”中医药大模型可谓知识渊
博，数据基础是《黄帝内经》《伤
寒杂病论》等著名中医典籍及
1000 多本古籍和中医药文献，
形成高质量的中药知识图谱，涵
盖 8 万多种方剂、2000 多种证
候、9000多种中药材以及4万多
种中药成分。

AI 健康助手“讯飞晓医”
APP依托讯飞星火医疗大模型，
基于大量中医诊疗经验和专业

知识图谱数据，构建了规模大、
覆盖病种全的知识库，包括中医
病症知识 400 多种、穴位知识
400多种、常用中草药300多种、
古代医案6200多份等。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信息
工程学院医学人工智能教研室
主任王正飞介绍，目前业界对人
工智能辅助进行中医“四诊”
（望、闻、问、切）的相关技术研发
热度较高。其主要原理是利用计
算机技术和声音、气味、压力、生
物电信号等传感器采集患者“四
诊”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
分析“四诊”数据，实现高效、客
观诊断。

目前，中医药大模型研发也
面临难点。浙江大学药学院副院
长范骁辉表示，现在囊括经方、
古籍、药材等文本的底层数据丰
富，但是实验数据、临床数据还
比较欠缺。

前景广阔

业界普遍认为，中医药人
工智能领域前景广阔。2024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数
据局印发的《关于促进数字中
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用 3年—5年时间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步
融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链

条各环节”“鼓励利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研发中
医健康监测设备和治未病健康
管理平台”“结合不同场景开展
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训练和应
用”。

“AI中医”促进传统的经验
式临床诊疗方式向数智化转型。

“传统的望闻问切带有很强的主
观性，现在可以通过柔性传感器
获得脉象，并通过脉象仪记录、
转换成脉搏图谱，从而让人工智
能实现多模态的识别和分析。”
刘良说。

在一些医疗欠发达地区及
基层医疗机构，人工智能的应用
显得尤为重要。“借助成熟的中
医药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基层医
生能获得老中医、名中医同等的
技术能力，提升诊断准确度。”王
正飞说。

江西省金溪县总医院浒湾
分院医生徐海早上一到岗，第一
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登录中医智
能辅助诊疗系统。徐海录入患者
脉象等信息后，系统根据其内集
成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国内知名
中医临床案例等资料，调用 AI
辅助决策模型，制定中医诊疗方
案。“自从有了中医辅诊系统后，
给村民们看病用药更安心了。”
徐海感叹道。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智能设备采集用户面相、舌象以及脉象信息后，通过AI智能识别生成体质分析报告

“AI老中医”，把脉准不准？

一些电商大搞“图文游戏”让不少消费者大呼上当

袜子套装“买3送3”竟是买3双发3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