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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D 有六大特征，遇到了赶紧
跑”“有的孩子看着正常，其实是AD-
HD，快来测一测”……近期，以在线

“诊断”NPD（自恋型人格障碍）、AD-
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为标题的
视频在网络上大量传播，不少人“被确
诊”。这样的在线“诊断”是否靠谱、可
信？“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对号入座”即可识人查病？

“NPD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缺乏同
情心，利用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且不
会反思自己的错误”……一段时间以
来，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关于NPD的
分析视频，一些热门视频的点赞、评
论、转发量多达数十万人次；不少网友
留言觉得自己符合相关特征，自行“确
诊”后感到迷茫焦虑。

除了看视频给自己“对号入座”查
病，还有一些网友将相关特征套用到
家人、同事或朋友等身上，进而影响现
实社交。28 岁的江小敏刷完关于
NPD的视频后，发现一位同事完全能

“对上号”，“现在我和其他人都会互相
提醒，尽量避免和他接触”。

那么，只要符合视频里的描述，就
是NPD吗？

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副主
任医师李颖说，NPD的诊断非常复杂，
需要考虑一些特质是否持续存在并导
致明显的社会后果等，不能仅凭某个
行为就下结论。

记者了解到，由于精神障碍等存
在多种表现形式，准确识别和诊断较
为困难，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
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对NPD诊断
标准多次作出修订。

同样，备受家长关注的ADHD“诊
断”视频也不能作为“确诊”依据。

“家长特别容易受到这类视频影
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临床
心理科主任医师雷灵说，孩子成绩不
好、孩子性格不够“完美”、孩子有多动
症……之前就有家长根据视频“诊断”
孩子的行为，甚至轻信一些机构或个
人推荐的“疗法”、保健品或药品。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
心副主任黄长群说，相关心理疾病须
由具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根据诊
断标准进行判断，医生要综合考量症
状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既往史、刺
激因素等，还要与其他疾病进行辨
别，这既要求专业知识，也需要临床
经验。

受访心理专家认为，这类视频将
医学诊疗过程娱乐化、绝对化，容易引
发网友出现自我否定、焦虑恐惧等情
绪，产生不必要的心理负担；草率地给
某类人群贴上标签，可能导致本身存
在精神心理问题的人加重病耻感，放
弃或推迟寻求专业帮助，影响心理
健康。

从在线“诊断”到带货变现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在线“诊断”心
理的视频，先以 NPD、ADHD、抑郁、焦
虑等为热门话题吸引关注，通过话术激
起需求后，再推销课程、保健品、一对一
咨询辅导等收费项目，已经形成较为完
整的链条。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打造心
理博主的教程帖，包括起号、引流到变现
全套流程，小到文案、字体、配图，大到账
号定位、策划内容、受众分析，一应俱全。

记者发现，在多个短视频平台的直
播间，一些主播自称心理咨询师、家庭教
育师等，宣称可以“解决青少年心理问
题”。“你的孩子是不是有厌学、逆反、焦
虑、沉迷手机等表现”“家里孩子有这样
问题的都来加老师，不然找‘白大褂’可
能得休学影响孩子”……有家长信以为
真，纷纷留言或连线主播求解。

这时，主播就会开始推销课程、保
健品、一对一咨询辅导等收费项目。直
播间里会有非常明显的“加微信或群
聊”等标识，主播也不断重复“先点关
注，加上互助群”“看屏幕提示添加老师
的‘微’，领取免费试听课程”……为规
避平台禁用词，主播还用“白大褂”指代
医生、用“吃片片”指代吃药、用“YY”指
代抑郁。

在一个直播间的商品链接里，记者
看到多个以“训练营”“体验营”“成长
营”等为名的课程产品，价格从十几元至
几十元不等。主播声称这些课程可以用

几天时间或几个步骤战胜某个心理问
题，销量多的达几百单。

这样的直播间在短视频平台不在少
数。有的直播间售卖课程标榜“名师”，
价格从299元到599元不等，销量不低；
还有价值 1980 元的“xx 老师粉丝见面
会”，现场听所谓的“心理大咖”讲课，学
习心理知识，面对面解惑。

一名主播透露，视频是促成与“潜在
客户”点对点联系、进而变现的关键一
步。“直播间里卖的课相对便宜，私聊后
会推价格更高、时间更长的课程。”

多位曾买过此类课程的家长说，课
程内容参差不齐，有些所谓的家庭教育
专家甚至引导家长强行砸掉孩子手办，
来阻止其沉迷“二次元”；结果不但孩子
问题没解决，和家长的关系反而更僵了，
严重时还会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

雷灵曾接诊过相关病例，家长看了
视频后觉得孩子本身“有问题”，轻信所
谓的“专家”乱干预。“这样的‘乱投医’行
为潜藏风险，轻者治疗后未见改善，严重
者可能加重孩子焦虑，甚至导致心理疾
病向更深程度发展。”

健全心理服务体系 对网络
信息保持理性

受访专家表示，在线“诊断”心理问
题视频的火爆，反映出心理健康问题越
来越受到大众关注，公众的心理健康素
养有所提升。但一些“诊断”类视频专业
性不够，不能起到科普作用，反而会产生
误导，甚至造成心理伤害。

广西桂林市临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精防办主任莫丽华认为，互联网平台应加
强对此类视频的监管，对内容离谱的视频
采取下架、封号等处理；相关部门加大对
互联网心理诊断与治疗违规惩戒，并针对
群众切实需求推出内容形式更为丰富的
公益性科普视频，给予一定流量倾斜，避
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多位一线医务工作者表示，如今精神
心理服务样式更加多元，除了心理沙龙、
团体咨询辅导，还有以科普为主的冬令
营、夏令营等活动。但旺盛的需求之下，
专业人才短缺、获取渠道缺失等情况依然
存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临床心理科
主任医师戴剑建议，进一步健全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扩大心理健康服务供给，探索
从社区、学校、网络等多渠道搭建专业科
普平台，同时加大对心理、精神卫生等专
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力度。

目前，江苏等地已将部分心理治疗项
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受访人士表示，纳
入医保后，更多人开始知道心理治疗，也
有条件接受相关治疗服务，有助于专业诊
断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广西南宁市心翔心理咨询有限公司负
责人林晓义等专家提示，公众要增强信息
筛选和辨别能力，从正规渠道学习、了解
相关知识，向专业的精神心理机构、医院
等寻求帮助和支持，对网络上的相关视频
和信息保持理性，不盲听盲信、据此“确
诊”或“疗愈”。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腰围大了，体重超了，慢性病找上
门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体重管
理”“体重管理门诊”冲上热搜。

以体重管理“小切口”，推动应对慢
性病防控的“大工程”。自去年 6 月开
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会同多部门启动

“体重管理年”活动。为什么要重视体
重管理?当前医疗机构的体重管理门诊
开设情况如何?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超重肥胖：慢性病的隐形推手

今年35岁的小正（化名），不曾料到
自己会因为肥胖患上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睡觉时由于通气不足被憋
醒，每晚起夜七八次。年纪轻轻的他，
已患上高血压、糖尿病……体重最重时
飙升至近380斤，“胖墩墩”的人生让小
正苦不堪言。

肥胖症，一种由遗传、内分泌和环
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慢性
代谢性疾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活水平提高，我国居民生活方式、饮食
结构等发生较大变化，超重、肥胖已成
为危害群众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
报告（2020年）》，2018年我国成人超重
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 16.4%，6至
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
为 11.1%和 7.9%，并呈逐年递增趋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的《体重管理
指导原则（2024年版）》也指出，有研究
预测，若该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
年我国成人、儿童超重肥胖率将分别达
到70.5%和31.8%。

肥胖不仅影响个人形象，更是多种
慢性病的隐形推手。体重异常，特别是
超重和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癌症等多种慢
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医疗费用增加、工作效率下降、生
活质量降低，引发自卑、抑郁等一系列
心理问题……这些问题都因肥胖而变
得更加突出。专家提醒，体重管理不仅
仅是减肥，更是通过科学的方式维持健
康体重，预防慢性病发生。同时，体重
过轻或营养不良者也要管起来。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重管理门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
的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专业咨询环境和平台，帮助居民在
自己的努力和专业机构人员的帮助下，能更好地管好体重，
健康生活。

体重管理年：从治已病到治未病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设体重管理
门诊，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在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重管理门
诊，就诊人会先在体脂机上进行身体数据测量，得到一张体
脂率表；随后医生会让就诊人填写一张生活习惯调查表，包
括是否吃早饭，肉类、蔬菜、水果的每日食用量等。

“这两张表是每一位来到体重管理门诊就诊者的基本信
息。”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秋静说，体重管理
门诊以生活方式医学为理论基础，组建了一支含全科医师、
中医师、营养指导员、健身教练员、运动康复师、心理咨询师
的多学科团队，通过“多对一”在线监督管理方式，帮助管理
对象逐渐养成“科学合理膳食、规律适当运动”的健康生活方
式，达到减轻体重、降低体脂、控制慢性病的发生发展、提高
居民健康生活水平的目标。

在南京市迈皋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重管理门诊，健康
管理师在详细询问就诊人情况后，为就诊人建立电子健康档
案，并签约运动干预服务包。运动处方师、营养师和康复师
对就诊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
和营养食谱。

中医也成为不少体重管理门诊的法宝。42岁的季女士
体重曾一度达到 80公斤、腰围 113 厘米。去年 10月她来到
杭州市东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重管理门诊就诊后，被
诊断为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

“不同于一般的肥胖患者，她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
身体内分泌紊乱而出现的肥胖。”医师李航根据季女士的脉
象、舌苔情况，中医辨证为脾肾阳虚兼痰、湿、寒饮夹瘀血证，
开具中药汤剂调节内分泌平衡。口服中药一个月加适当运
动和饮食管理，季女士体重下降了8公斤，腰围减少了19厘
米，体重指数从30下降到26.8。

专家表示，体重管理门诊主要是从营养、运动、心理支持
等角度为自身控制体重无效、反复减重失败或重度肥胖的人
群提供科学、系统、个性化的减重方案。可以通过试点推广
的方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同时，加强基层医疗机构
的体重管理能力，让更多群众受益。

动起来：让体重管理成生活方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控制体重
的关键在于大家都参与进来，都关注体重、了解体重，从体重
管理中获得健康收益，全社会的超重肥胖率上升势头才能得
到有效遏制。

自“体重管理年”活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
积极响应——

南昌市出台《南昌市“体重管理年”活动方案》，明确提出
“校园及周边 500米内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等”；
北京市顺义区开展健康促进学校和星级示范学校创建工作，
不断改善学校健康环境，健康促进学校建成率达100%……

针对体重管理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出台系
列技术文件，如2024年版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居民
体重管理核心知识、中小学生超重肥胖防控“十要义”、高血
压等慢性病营养和运动指导原则等，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提
供了技术支撑，也为不同人群的体重管理提供了分类指导
……

为调动全民参与积极性，第九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
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近19万人参加了健康体重大赛；健康中
国行动知行大赛家庭专场，有3万多组家庭“组队”参与打卡
互动，体重管理知识得到进一步普及……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
进“体重管理年”活动，加强慢性病防治工作，推动政府、行
业、单位和个人落实好四方责任，持续做好有关慢性病防治
和体重管理方面的知识宣传，并注重防治结合，提供个性化
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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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正品附送赠品、小样，是不少商
家的促销手段。然而，近年来，一些

“三无”产品甚至有毒有害产品，打着
赠品、小样的名目流入市场，给消费者
身心健康造成危害。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
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
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例，值得消费者
警惕。

同时服用才有效？“毒”赠品
搭上正品便车

2023 年底，受“不节食、不运动，
一个月能瘦 20斤”的广告语诱惑，苏
州市民王女士花费1169元网购3瓶左
旋肉碱绿茶胶囊。商家随后寄出3盒
胶囊，附赠 3盒用压片糖果盒包装的
淡黄色奶片，并叮嘱：“胶囊搭配赠品
服用才有效。”

按商家提示，王女士每天早晨空
腹服用2颗胶囊和1粒奶片，几天后却
出现头晕、失眠、腹泻等症状，一周后
症状持续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疗。怀
疑该减肥胶囊有问题，王女士向公安
机关报案。

警方将王女士提供的网购胶囊及
其赠品送检后，结果显示，左旋肉碱绿
茶胶囊本身没有添加违禁成分，但附
赠的奶片中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
这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食
欲的药物，因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我国
早在 2010年就明令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

办案人员介绍，与合规产品捆绑
销售，将有毒有害产品以赠品名义发

放给消费者，是一种新型且隐蔽的犯罪
手法。

2024年，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人民
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类似的化妆品“毒”小
样案。一家化妆品店在销售一款祛除痘
印和色斑的化妆品时，附赠日霜、夜霜小
样，并叮嘱顾客正装搭配小样使用效果
最佳。案发后，相关单位将产品送检发
现，其主产品没有问题，但附赠的夜霜小
样汞含量最高超标43000倍。

记者梳理近年来多地政法机关披露
的同类案件发现，减肥产品是这类案件
的“重灾区”，多在赠品中添加西布曲明、
酚酞等违禁成分；保健品销售也有类似
问题，主要是在赠品中添加西地那非、他
达拉非等违禁成分。

主产品不如赠品贵？实为掩
人耳目逃避打击

在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
赠品造假案件中，王女士网购的减肥胶
囊来自被告吴某，吴某赠出的奶片又来
自被告姜某。

姜某先从上游不同渠道分别购买5
元 1 盒的压片糖果和 22.5 元 1 袋的奶
片，随后将便宜的压片糖果作为主产
品，将更贵的奶片作为赠品，再以 110
元的价格，将“1盒压片糖果+1袋奶片”
捆绑销售给吴某，共计销售金额 121万
元。吴某收到货后，直接将主产品糖果
扔掉，只将奶片作为减肥胶囊的赠品
销售。

主产品还没有赠品值钱，这里面有
啥门道？

“将价格高、真正有功效的产品作为

赠品销售，其实是犯罪分子掩人耳目、
逃避打击的一种犯罪手法。”苏州工业
园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军说，“姜某与吴
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姜某曾对吴某
说过‘效果都在奶片里’‘不搭配没法
卖’‘不能在明面上销售’等话语，二人
对奶片含有违禁成分显然都是主观明
知。”

承办检察官介绍，在审查起诉阶
段，姜某对检察机关认定的销售金额
121 万元进行辩解，认为卖的压片糖果
没有添加有毒有害成分，应该扣除这部
分销售金额。吴某在售卖减肥产品过
程中，也有意不记录赠品数量，致使警
方难以直接查明其销售额度和获利
情况。

然而，二人自以为高明的伎俩，并
不能让他们逃脱法律的惩罚。

经过缜密侦查，办案人员最终掌握
了一系列确凿证据。2024年 7月，该案
经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并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当年 12
月，吴某、姜某被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3个月，
并处罚金 61 万元；同时，吴某、姜某均
被责令承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价款的
10倍惩罚性赔偿金1210万元。这一判
决于今年初生效。

“问题”赠品该不该计较？免
费不等于免责

一些消费者认为，赠品反正没花
钱，出了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承
办检察官表示，不法分子正是摸准了消
费者的这种心态，抱着侥幸心理企图瞒

天过海。
消费者能否对“问题赠品”发起维权？
民法典明确，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

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
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赠与人故意
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包括
以奖励、赠送、试用等形式向消费者免费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保证商品或者
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王军表示，赠品属于销售者为达成交
易的促销或鼓励条件，表面上是免费的，
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已分摊
到付费商品中。当赠品出现质量问题，消
费者可依据食品安全法主张支付价款十
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如果赠品含有
毒、有害物质等，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生产者、销售者相关刑
事责任。

江苏省消保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的最小销
售单元应当有标签。“化妆品试用装、小样
等也需和正装化妆品一样接受监管，消费
者应避免购买和使用‘三无’包装的产
品。”

免费的赠品，不等于免责品。不法分
子企图利用普通消费者“嫌麻烦”的心态
钻监管漏洞，但在法律面前，任你如何花
样迭出，也不过是掩耳盗铃。对于消费者
而言，遭遇“问题赠品”不要自认倒霉，拿
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权，共同维护与我们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食药安全。

（新华社南京3月13日电）

在线“诊断”心理问题，靠谱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陈一帆 侠克 黄凯莹

当 心 ！ 你 收 到 的 赠 品 、小 样 可 能 暗 藏 猫 腻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乱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