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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沉迷有漏洞 该打“补丁”了
海都记者调查发现，未成年人有多种方法可以绕开游戏防沉迷系统；

专家表示，网游企业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构建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控制使用时长，防止网络沉迷。这也让“网瘾少年”再次受到关注，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到1.83亿人，其中有
62.5%的未成年人会经常在网上玩游戏。

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规定每日22时至次日8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但海都记
者调查发现，一些网游存在漏洞，未成年人可通过购买身份信息和使用父母身份信息，伪装成年人“沉迷”在游戏世界中。业内人士
和专家表示，针对“伪成年”用户，不能单靠实名认证，要采取人脸识别抽查模式，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防沉迷”。“防沉迷”需要多方
合力，净化网游市场，而网游公司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医生，帮帮我的孩子，她太迷
‘王者荣耀’游戏了。”在母亲的陪
同下，12岁的三明女孩文文（化名）
最近被带进了医院心理科诊室。
文文扎着小辫子，长得很是清秀，
这是医生对她的第一印象。医生
很快注意到，文文手上有着多条疤
痕，经了解，这竟是她自残留下的。

文文的母亲向医生介绍，文
文上小学六年级，虽然平时成绩
不错，但对游戏过于痴迷，只要放
学回家就会玩游戏，暑期更是一
发不可收拾。“说她根本就听不进
去。”提起此事，母亲一脸愁容，因
为他们一旦采取没收手机等强硬
措施，文文就会情绪激动，甚至有
撞墙、自残等过激行为，这也让家
人犯了难。

无独有偶，今年 13 岁
的小兵来自福清，由于父
母长年不在身边，从小学
五年级开始，他就迷恋上

“穿越火线”“和平精英”
“我的勇者”等游戏。小兵
告诉记者，他每天玩游戏
时间平均在5个小时左右，为了能
长时间在线，就使用父亲的身份证
注册了游戏账号。

“队友的装备好看
又厉害，在攀比的心理
驱使下，我也开始往里充钱。”小
兵说，他偷偷拿着父亲的银行卡
绑定游戏，特别是在 2019 年寒假
期间，每天至少要充值四五千元
人民币到游戏账号里。今年 8 月
初，小兵的父亲史先生发觉不对
劲，一查银行账户发现，这
三年时间里，小兵在“穿越
火线”“和平精英”等游戏平
台充值了十余万元。

和上述文文与小兵一样沉迷游戏的
孩子不在少数。为此，国家发布了防止
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政策，所有网络游
戏用户均需使用有效身份信息方可进行
游戏账号注册，严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
网络游戏时段时长，每日 22 时到次日 8
时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法定
节假日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
日不得超过1.5小时。

这一标准主要是从合理分配未成年
人日常作息时间角度提出，除去正常睡
眠、学习、用餐及文体活动时间外，区分节
假日和其他时间，对游戏时段时长予以限
定。但因为某些网游平台防沉迷系统仍
存在漏洞，致使一些未成年人“绕过”游戏
防沉迷系统，游戏时长还是不受约束。

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妻子都
在福州一家国企上班，儿子小明（化名）

正在上初中。“因为没空照
看，放假只能把儿子扔家
中。”林先生说，他跟小明约
定每天有固定游戏时间和做

作业时间及网课时间，可
放假一个多月以来，发现
小明每天玩游戏长达五六
个小时。

“小孩的‘王者荣耀’游戏账
号，我都绑定了守护平台，怎么还
能超时玩？”林先生观察发现，原来

孩子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重新
申请了一个游戏账号，并且成功
通过认证，不再受防沉迷系统限

制。林先生说，这种游戏平台防沉迷系
统漏洞百出，游戏企业并未实际做到防
沉迷效果，希望相关部门介入监管。

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
2007年，防沉迷系统应运而生。今
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是将不得在
每日 22时至次日 8 时向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不满 16 岁不
得开网络直播、未经允许手机不得带入
课堂等内容写入了法条。

学校、家长、社会公众都寄希望于新
法能够给未成年人的网络环境带来更
多的改善。那么，目前情况如何呢？记
者从安卓应用商城游戏畅销榜看到，第
一名的“王者荣耀”下载安装次数高达
34 亿次，第二名“和平精英”也有 19 亿次。11
日晚上，记者尝试用未实名认证的微信并开启
青少年模式登录“王者荣耀”游戏，并未收到应
有的未成年防沉迷认证，一进入游戏，即可注
册账号，开始新手教学。

按照腾讯近期出台的“双减、双打”的新举
措，未成年用户非节假日在线时长限制为 1小
时，每日 22时至次日 8时禁玩，而且腾讯会针
对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游戏的情况，将原来的

“零点巡航”升级为“全天巡航”，可疑账户全部
重新认证。但记者当晚从9时许挂了1个多小
时的游戏，也未收到相关防沉迷的提示。更令
记者惊讶的是，记者通过客服查询该未实名认
证的微信号，得到的回复竟是：“经核实该账号
实名信息为成年人。”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上有大量的实名信
息，去网上找名字和身份证信息用于通过游戏
的实名认证基本是公开的秘密；有部分孩子会
利用家长的身份证进行验证，躲过防沉迷环
节；甚至还有的孩子为了能够长时间玩游戏，
花钱找电商租号玩，令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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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沉迷网游
三年充值十余万元

平台有漏洞
防沉迷系统没有效果

开启青少年模式
竟被认证为成年

完善防沉迷系统
可尝试人脸识别

家长 实测 业内

采访中，有业内人士表示
“防沉迷系统”并没有名存实
亡，而是问题的实质尚未解决。

“‘王者荣耀’的‘零点巡
航’会在夜间进行人脸识
别。”曾在某网游公司担任游

戏开发的张先生告
诉记者，这种“零点
巡航”只会对疑似未

成年人触发，而实名认证的玩家当
中，一旦被认定为成年玩家，几乎没
有进行人脸识别。

“只要人脸识别技术不出大漏
洞，这一定会是‘防沉迷’的重要一
步。”张先生认为，如果要彻底达到

“防沉迷”效果，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
成年人，只要注册了游戏账号，玩家
一旦上线个把小时，就要进行一次人
脸识别抽查，这样就能辨别“伪成年”
玩家，达到真正的“防沉迷”。

福建省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研
究会副会长王永红告诉记者，网游
防沉迷过程中，往往需要多方合力，
如需要相关部门有效监督，平台自
觉，需要社会、校园及家长的良性引
导，才能把对未成年人造成的负面
影响降到最低。也有专家表示，网
游市场需要改革净化，网游公司要
有社会责任意识，严格依法合规运
营，积极构建未成年人保
护体系，保护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

三七互娱旗下“云上城之歌”手游，中新网记者以“孙悟空”进行实名认证，显示绑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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