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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领取三毛钱的红包入群上课，结果花费
了上千元购买各种无用的保健品。最近，一些面
向老人的养生直播课频频出现在各个平台。这些
课程以免费获取健康知识、答题赢红包等为噱头，
吸引老人入群，然后再用各种“疗效”，推销护理用
品，甚至是普通食品，致使不少老人上当受骗。

现象：老爸老妈沉迷养生课，为买保
健品一掷千金

“我爸妈简直被‘绑架’了，每天捧着手机看养
生直播课，比追剧还上瘾。”最近，谢女士发现，父
母痴迷“上课”，像小学生一样，不仅边听课边做笔
记，还较着劲比赛谁刷得课多，乐此不疲。

起初，谢女士以为老人只是学习养生知识，
未加干涉。然而，没过多久，家里便堆满了各种
快递来的保健品——黄瓜籽粉、黑麦片、叶黄
素。保健品越堆越多，二老吃不完，就让谢女士
一起吃，但她尝了麦片后，觉得口感不佳，也曾尝
试劝阻，可父母似乎被“洗了脑”，购买热情丝毫
未减。“前前后后花了得有上千元。”谢女士算了
一笔账。

在社交平台上，类似谢女士家的情况不在少
数，儿女们吐槽的都是父母听养生课后陷入购物
的疯狂：“我爸买了9000多元的藏药、国药，一听
就疑点重重”“我妈的保健品堆满一抽屉，真怕吃
出问题”……

那么，这些养生课是如何进入老人视野的？
“最开始就是为了领几毛钱的红包。”根据多位儿
女的介绍，有的老人是在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广
告加入的，有的老人则是被朋友拉进各种养生直
播群。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养生课”“养生”“中医养
生”等关键词，会跳出一些标注“免费领取养生课”
或“点击咨询治疗方法”的账号。记者点击其中一
个链接后，页面立即弹出企业微信客服的二维码，
扫码识别后便直接跳转到微信对话框，客服在询
问年龄、姓名等个人信息后，便一对一定向发送视
频链接。

“同学您好，我是您的健康指导师。”记者刚添
加微信，客服就发来一长串信息，称健康讲座栏目
将于次日开班，以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内容主要
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讲解及调
理方案，看完课程就能领取红包。

探访：入群上课答题领红包，潜移默
化推销保健品

从“薅羊毛”变成被“割韭菜”，养生课是如何
让老人自掏腰包购买产品的？记者近期进入了几
个微信群一探究竟。

在一个名为“传承健康”的微信群里，记者发
现，起初，每天看完视频、答对题后都能领到三毛
钱红包，老人们乐此不疲地在群里打卡。但是，课
程进行到一个多月时，红包领取页面开始提示延
迟到账，直至某一天，答对题也领不到红包了。但
是，群主仍不时在群里发送产品信息，有时还直接
号召群友抢订，记者看到不少老人在群里发送订
货信息。

另一个微信群里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当课程
进行到一个月时，老人们不仅领不到红包，而且连
课程视频也看不了。当大家在群里抱怨时，群主
直接回复：“光想着赚钱，不消费有什么用？不消
费怎么看视频？”

如何消费？授课内容里藏着弯弯绕。记者进
入的健康讲座栏目里，最初几天，自称老师的主播

的确分享的都是养生知识，但一个星期后，主播开
始在课程中渗透，先是提到某些物质可以调理高
血脂，随后便展示出一套“五件血管长寿宝”产品，
巧合的是，产品名字中的纳豆、红曲米、地龙蛋白
等都在此前的课程中被提及。课后，客服又单独
私信发送了产品的视频简介宣扬功效。

另一个养身课堂上，一个自称国医文化传承
人的主播，一边传授养生知识，一边推销“先天龙
火贴”和“后天雷火贴”，称其为“药源”“高端国
药”，能解决心肌炎、冠心病的后遗症。“不仅可以
消除症状，还可以控制病情，解决各种风湿骨病
……分分钟就能感受到药物在循经走窜，透皮吸
收。”推销产品的同时，他还不忘渲染产品的紧俏
和抢手，“昨天一天时间，80万盒的‘药源’只剩下
不到8万盒，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还有主播虽未在课程中直接展示产品，但却
反复强调某种疗法，还通过语音连线的形式，借病
人家属之口夸赞神奇疗效。课程结束后，再通过
答题的形式加强这种印象。一旦老人有需求，客
服就会和老人进行一对一沟通，推荐相关产品。

查证：普通食品冒充保健品，官网查
不到备案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养身课堂上宣称能治病的
产品绝大多数不是药品，而是普通食品甚至护
理用品。

按照规定，只有获得国药准字批准文号的药
品，才可以生产、销售和使用。但是，记者对养生
直播平台推销的几款产品进行检索发现，这些产
品都没有标注国药准字批准文号。

以“先天龙火贴”和“后天雷火贴”为例，其产
品包装上没有“国药准字”，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官网上也查询不到产品信息。记者仔细辨认发
现，包装盒背面注意事项最后一条写着“本品为热
敷护理用品，不能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由于老
人在直播购物时往往难以获取完整信息，无法仔
细而全面地查看产品成分、说明书等，使得老人片
面相信产品的疗效。

另一个主播销售的“五件血管长寿宝”，在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无法查到相关信息，登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也
没有查到保健食品备案号。仔细查验包装，其实
只是压片糖果、固体饮等普通食品。

也有少数主播在课上售卖的是有国药准字
批准文号的药品，但价格比正规渠道贵出不少。

“老爸在课上买了两盒绞股蓝总苷胶囊，花了快
2000 元。”李女士告诉记者，这类药品在普通药
店每盒价格不到百元，但经过主播的推荐，价格
虚高数十倍。

呼吁：养生课“躲猫猫”，私域直播需严管

采访中，有子女反映，发现这些养身课堂不靠
谱后，曾想向相关机构举报，却发现无从下手。“我
偷偷拿我婆婆的手机，把她的课程链接转给我，结
果竟然因为我不在官方群，根本看不了！”孙女士
本想找到课程，但却难以取证。

记者注意到，这些养生直播课属于私域直播，
往往先在公共领域平台上引流，然后让用户点击
跳转进入个人或组织搭建的聊天群、直播平台等，
更具隐蔽性。不少机构都会先索要老人的电话信
息，定向为老人开放视频权限。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对年轻人都十
分警惕，在转发视频链接时，有的页面显示“请联
系会员归属群管审核”，有的页面提示“你未加入
官方正规微信群”。有些客服还会直接打电话，以
确认学员的年龄。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分析，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药品、医疗
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简称

“三品一械”）广告内容应当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
内容发布，未经审查不得发布。这些都是电商平
台、直播平台的重点监管内容。为了规避监管，
一些机构和主播就以免费养生课为名，将老人引
入私域直播，因为私域直播隐蔽性更强，监管的
难度更大。

“建议有关监管部门对这类直播带货行为
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违规
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效果。”陈音江建
议，进一步明确主播在直播间宣传推荐“三品
一械”及相关食品内容的法律属性，细化有关
违法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标准。同时，应建立健
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强市场监管、网信、公安
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监管
合力。

对于观看养生直播的老人，陈音江提醒，不要
轻信主播的产品功效宣传和承诺保证，要根据自
身实际需要理性消费，确实存在某些疾病的患者，
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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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三毛钱红包入群听课 被诱导购买数千元不靠谱的保健品

免费养生课，不是馅饼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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