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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针对“医疗自媒体”乱
象，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加
强监测和处置。

今年5月印发的《2024年纠正医
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
作要点》，要求规范直播带货，净化网
络环境，加大对涉医网络直播带货、信
息内容、传播秩序等的监管力度。

前不久，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
“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
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五类突
出问题，其中包括“伪科普”“伪知
识”混淆视听，冒充医疗卫生、司法
等领域专业人员，开展不当营销；直
播过程中衣着暴露，刻意展示带有
性暗示或性挑逗的动作，言语挑逗，
发布“软色情”“擦边”“泛黄”内容。

各大平台也积极响应，采取包
括封禁账号在内的多项措施，针对
涉及散布“伪科普”与“伪知识”、误
导公众的所谓“网红医生”及知名大
V账号进行严肃处理。

一些医院也在加强对医疗视频直
播及网络问诊的约束与监管。比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要求任何
个人未经授权不得以医院或院内部
门、单位名义申报、运营各类自媒体。

加大监管力度是改善“网红医
生”乱象的关键。具体来看，网络平
台应该加强对医生认证信息的审核
和管理，确保所有认证信息都是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对于利用医生身
份开设直播进行带货的账号应予以
封禁。卫生健康部门和市场监管部
门应监督医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不得利用职业身份进行直播带货行
为。对于“网红医生”变相或直接发
布的涉嫌虚假宣传的广告，应及时
查处并依法予以处罚。

要想避免医学科普领域的“劣
币驱逐良币”，应当鼓励“网红医生”
传播正能量，创作有益于民众健康
的科普内容。同时完善激励机制，
鼓励医生在合规的前提下创作优质
科普内容，满足公众对医学知识的
需求。还应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
和法律法规的教育和培训，让医生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提升职业道
德水平。最终让互联网为健康知识
的传播提供积极助力，也让医学科
普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来自山东济南的李女士说，她曾在短
视频平台刷到过口腔医生讲解两性健康话
题，“本职的医学科普不做了，就是热衷于
讲解男科知识、两性知识，什么流量高说什
么”。有些“网红医生”还会进行擦边科普，
在镜头前不仅限于身着白大褂进行传统的
医学讲解，还会穿着如吊带裙、露腰装、紧
身衣等服饰，通过剧情演绎的方式增加互
动性，提问和回答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露骨。

还有些医生会发布远远超出他们各自
专业领域的科普内容。例如，有外科医生跨
界分享肠胃健康知识，有耳鼻喉科医生分享
的内容广泛，涵盖妇科、儿科等多个领域。

对于网红医生直播“带货”，多部政策
性文件都做出了相应限制。《医疗机构工作
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提出，严禁向患者
推销商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2022年
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
工作要点》提出，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大型医
院巡查工作方案（2023—2026年度）》提出，
加强对医务人员利用职业身份参与医药广
告的制作、发布或直播带货等变相发布广
告行为的监管。还有些医生在与某直播平
台签订的“承诺函”中明确表示，“不得以任
何形式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广告，不以任
何形式引导用户就诊”。

但“网红医生”千方百计博流量“变现”
的行为仍层出不穷。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看到多个“网红
医生”开通了橱窗带货功能。尽管他们的
视频主要内容为健康科普，但其带货的商
品却五花八门，从养生保健品到日常生活
用品、厨房用具等，种类繁多。还有一些医
生在视频中只推荐某些成分或配方，并不
提及具体产品，但会在评论区以回复“粉
丝”提问的方式进行“指引”，暗自打广告推
销药品。

北京市民刘先生前段时间带状疱疹复
发，身心都受到折磨，有天晚上刷短视频时
正好看到一名“网红医生”在科普带状疱
疹，他在评论区留言询问有没有药物推
荐。过了一会儿，这名“网红医生”回复他：
可以试试××药，绝对有效，不但能治愈带
状疱疹，还能让你免受神经痛后遗症。刘
先生下单买了一瓶，可涂抹一周后也没有
任何效果。

有业内人士表示，强大的市场、用户需
求以及“网红医生”自带的私域流量，让资本
看好这些“网红医生”的变现能力。“‘网红医
生’通过打造自身 IP来提升门诊量，以直播
打赏、橱窗带货、在线问诊等形式变现。”

还有一部分医生的认证信息
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有的医
生在平台上认证来自某知名医
院，但实际上该医院并无此人；有
的医生认证信息过期，已从认证
医院离职但未更新认证；有些人
直接盗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认
证，以此骗取公众的信任。

在快手平台上，“@心血管科
龚洪海医生”的账号显示有260万

“粉丝”，认证为山东省肥城市中
医医院心血管科医生。记者注意
到，龚洪海医生所认证医院在山
东泰安肥城，但其 IP地址则显示
在北京。当记者致电肥城市中医
医院，多位工作人员告知该院并
无此医生，记者在网络中查询到
的该院医生的列表中，也确实查
无此人。百度百科显示，龚洪海
医生现执业于北京一家中医医
院。

在抖音平台上，认证为“抚州
市立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的“妇
产科熊大夫”，全网粉丝超过 280
万，因发布的短视频热衷于讲解
男科知识、两性知识，流量颇高，
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议。记者拨通
江西省抚州市立医院的电话，询
问“熊大夫”是否为该院医生，工
作人员回复称，这名女医生前几
年确实在他们医院执业过，但只
签了一年合同，早已到期，目前在
厦门的一家医院工作，并不在抚
州市立医院坐诊。该工作人员
称，医院之前也接到过相关举报，
2023年还给这个医生下过函，但
是认证信息却一直没有取消。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研
究中心主任刘鑫在调研时曾发现，
同时认证为山东某一家县级医院
整形外科医生的有50多名，“县级
医院科室的医生一般只有五六个，
50多名医生不符合常理，其中显然
有很多医生是虚假认证”。根据医
师法，医师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学
历，经培训和考核合格，取得医师
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医疗活动。
医师在互联网平台提供医疗服务
时，必须真实提供自己的执业信
息，包括姓名、执业地点、执业范围
等。网络平台的医生认证信息造
假行为显然违反了相关规定。这
种造假行为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
伪造证件罪、诈骗罪。

家住北京海淀的杨女士这几
年来看过不少医疗健康科普直
播，她最近发现，不少“网红医生”
的直播间里没有医生。“出镜的基
本是助理，连线观众后会通过‘加
薇’‘+威’等同音不同字的表述获
取联系方式，将其引流到其他社
交平台。有很多次，我在这类直
播间询问疾病或症状，助理都不
会正面回复。”杨女士说。

在快手平台上，搜索框输入
“医生”二字，“用户”一栏便会列
出一系列相关账号，这些列表中
大多是已经通过医院资质认证和
实名认证的账号。但是通过调查
发现，虽然这些医生博主用个人
资质进行了相关认证，但真正运
营时却不一定是本人。

根据杨女士提供的线索，记
者进入一个拥有120万粉丝、认证
为“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
医生@高然医生”的直播间，其账
号头像为一名男性医生，但直播
间出镜的却是一位女性。该人自
称医生助理，通过一系列话术将
直播间的用户引导至另一个无资
质认证且只有 2.1万“粉丝”的普
通账号。该账号头像为白底红字

“点开”图片，昵称为“高然先生官
方助理”，称该账号为专门的客服
号，负责和用户一对一沟通，并让
记者添加“医生”的社交账号进行
付费咨询。由于记者没有及时回
复对方私信，收到了对方一次又
一次的语音通话邀请。

“网红医生”直播间里
没有医生

认证信息不符
医院“查无此人” 花样百出

最终目的仍是“带货” 对“医疗自媒体”
应加大监管力度

N综合济南时报
法治日报 央视网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
科普走红，越来越多的医
生走进镜头传播知识，帮
助公众提升对身体健康的
科 学 认 识 。 不 过 ，随 着
MCN 机构进场，一些博取流
量的科普乱象出现，编造剧情、
直播带货、认证不符、导流暗广、跨
专业科普、擦边软色情……尽管国
家卫健委等部门多次出台规范，平
台监管日渐加强，但涉医的“伪科
普”依然在互联网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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