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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诱人价格不菲

“求资料！”在一些社交平台，一
批以“AI押题”“AI预测”为名的帖
文评论区，充斥着考生和家长的询
问。帖文内容五花八门：作文预测、
数学重点标注、选择题答案分布分
析……

一些账号滚动发布“喂了17万
道竞赛题、4千套内部卷”“AI押题
准确率超80%”等吸睛话术，推销付
费“押题卷”，单科资料包普遍标价
百元左右。

记者随机联系一名商家咨询。
对方表示，其团队针对新高考二卷
研发了语文、数学、英语三套资料
包，其中语文、英语主打作文押题，
数学则提供基于AI 统计的考点分
析及两份押题卷，三套售价共 299
元。购买者多为考生家长，也有少
量学生和教师。从商家发布的聊天
截图看，近一个月来，数十名顾客转
账购买了相关押题卷。

“我们的数据来源是近 5 年真
题、近2年名校试卷，用AI估算考点
题型出现的概率，筛选押题内容。”
该商家声称，其自研大模型给出的3
份押题卷，与2025年浙江首考物理
试卷对比，准确预测的考点覆盖分
数超过75分。

然而，记者在“押题卷”中发现，
所谓的分数“覆盖”，仅指“押题卷”
中涉及的宽泛考点在正式考试中同
样出现，如“牛顿定律”“电磁学”“几
何光学”。而这些知识点本来就是
中学物理的教学重点。

除了成规模的“AI押题团队”，
社交平台上还有“散户”希望趁机在
市场上分一杯羹。记者联系到一名
售卖AI“押题卷”的用户，对方自称

“利用国外最厉害的算法大模型进
行推理”，并可定制押题卷。例如，
侧重参考某地区历史试卷或针对考
生薄弱题型出题，此项服务收费
100元。

专家解析AI押题是否靠谱

所谓的AI“押题卷”，是依赖大
数据分析与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及机器学习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识别和提取历年试题和答案、评
分标准、考试大纲、教辅材料等语料
的特征规律，试图达到模仿命题逻
辑、预测考试题目的。

山西教育科学研究院义务教育
课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李萍近年多
次主持中考命题。她表示，中高考
命题均有严格的反押题机制，试题
内容要严格区别于市面上的试卷。
同时，命题时会结合当年学生的学
情，确定考题风格和难易程度；学情
数据要基于大量调研和分析，AI是

不可能掌握的。此外，中高考强调
育人功能，试题设计需考虑跨学科
融合，以及“从记忆、分析到创新”的
三级思维跃迁等，实现考题反套
路化。

北京一位中学教师说，当前高
考已从考查学生解题能力，转向考
查在真实复杂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
力，命题者设计的实际情境难以被
简单“押中”。“AI基于统计关联‘猜
题’，难以真正理解考题背后的具体
情境、文化内涵和开放思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表示，AI预测仅停留在知识点
表层，无法触及高考考查的高阶思
维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

部分商家宣称的“覆盖大多数
考点”实为偷换概念。

重庆一位教师以作文押题举例
说，“科技与人文”“当代青年责任担
当”等宽泛方向属命题应有之义，并
无实质性指导意义。

AI“押题卷”还存在误导备考
风险。

当前不少 AI 工具存在“幻觉”
问题，常编造看似合理实则漏洞百
出的信息。业内人士提醒，机构若
直接使用此类内容作为产品，有可
能严重误导学生。“过度依赖AI押
题，极易误导复习方向，浪费冲刺阶

段的宝贵时间，反而让学生忽略了
系统复习知识体系和掌握应对考试
本身规律的重要性。”山西省阳泉市
实验中学物理老师南明科说。

教育部近日也提示，高考命题
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查考生
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
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依靠AI
或所谓“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
小。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
卷”，不仅在备考时间安排上得不偿
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
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科学备考谨防营销陷阱

学习本无捷径。同济大学教育
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无
论是传统的人工押题，还是热门的

“AI押题”，本质是商家利用考生和
家长考前焦虑心理开展的营销
炒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赵精武表示，这类宣传属于典型
的虚假营销。商家通过偷换概念虚
构“高考押题准确率”，涉嫌违反广
告法。“广告法第28条在界定‘虚假
广告’时就提及了‘虚构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效果’。‘AI押题’等
相关营销活动符合‘虚假广告’情
形。”赵精武说。

重庆三智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树乾
指出，商家宣称“AI押题卷与真题相
似度达 87.5%”“AI 提分”等，本质是
通过模糊的算法比对制造“押中”假
象，且“相似度”标准缺乏权威定义，
易使消费者误以为购买后可大幅提高
分数，属于误导性宣传。

此外，近期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
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
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点
击进入便会以“预付订金”等名义要
求付款。

业内人士建议，针对“AI 押题”
营销乱象，监管部门应严查夸大宣传
和虚假营销行为，打击利用押题诈骗
及侵犯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相关
网络平台需认真落实信息内容管理
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对涉考违法违规
信息的监测处置力度。此外，还应推
动 AI 教育产品合规认证，建立算法
透明度与安全审查机制，要求开发者
披露数据使用逻辑，减少“AI 幻觉”
误导。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王浩等受
访者提醒，AI等技术只是学习辅助工
具，不能过度依赖，以免干扰正常的
备考节奏。家长和学生要理性看待押
题噱头，避免因焦虑而轻信受骗。考
生应扎实巩固基础知识，沉着应考。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AI 押题”噱头吸睛，靠谱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赵旭 周思宇 李紫薇

守护长江，离不开法治之力。
非法捕捞、直排污水、违法开垦……今年是长江保护法

施行4周年，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结的多个典型案例，给破坏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行为敲响警钟。6月 5日世界环境
日，让我们一起关注长江母亲河。

一条隐匿管道污染上万人“水杯”，判了！

四川广安邻水县某地，长江流域支流白水河从这里经
过，白水河左岸支流上的金钟水库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水
源地。就在几年前，一条隐匿的管道曾悄然威胁这里——
数千吨渗漏的污水，给4个乡镇1万余居民的生活带来严
重影响。

2022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污水冲刷至金钟
水库库尾小河沟处，一起非法排污案件也渐渐浮出水面。

“早上过路的村民闻到一股刺鼻的猪粪味，看到河沟
里的黑水和漂浮着的白色泡沫，立即打电话报告给水库管
理员。”四川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王
越说。

经调查，2020年 8月至2022年 3月，一家生猪养殖合
作社在法定代表人张某伦的安排下，通过私挖粪污储存
池、私设管道，利用养猪场附近的喀斯特地形，多次将未经
处理且严重超标的养殖猪粪水直接向自然界排放，对附近
水源造成一定程度污染。

为恢复取水，水务公司采取应急取水措施，重新安装
水泵、敷设输水管道等。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该养殖合作社罚金四十万元、张某伦有期徒刑四年并
处罚金十万元。“如今，金钟水库经系统治理后已重新蓄
水，并经检测达标后恢复取水。养殖合作社已经拆除，相
关用地环境也已复耕，区域环境得到修复。”王越说。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除对单位判处罚金外还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等判处刑罚。这警示我们，单位行为不
会成为个人刑罚的挡箭牌。排污单位的责任人员更要严
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污染环境。”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
法研究所所长侯佳儒说。

保护区内种点小麦行不行？真“刑”！

湖南省华容县注滋口镇新发村新安外洲位于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该区域明令禁止开垦种植，却总
有人心存侥幸。

2022年上半年，侯某祥听说有人在新安外洲上种油菜
赚了钱，便在明知该地禁止开垦的情况下，伙同肖某明一
道打起了种植小麦的主意。同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肖某明安排旋耕机和无人机同期进场，开垦土地面积300
多亩，种植小麦种子8000斤。

2023年 3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立即责
令侯某祥铲除已经种植生长的小麦青苗。侯某祥心有不
甘，仅选择性铲除了约40亩小麦青苗，拍照后发给工作人
员，谎称已全部铲除。

小麦成熟后，侯某祥和肖某明雇请收割机收割小麦并
进行销售，在收割过程中被公安民警现场查获。经司法鉴定，侯某祥和肖某明
共开垦土地21.5公顷、折合322.5亩，严重毁坏自然保护区原有植被，并导致我
国禁止进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苍耳大量繁殖，严重破坏保护区内生态环境。

经过法院审理，侯某祥和肖某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反规定进行开垦、开发或者修建建筑物等活动，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构成破坏自然保护地罪。”北京大学法
学院助理教授吴凯杰说，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构成破坏自然保护地
罪，有力震慑破坏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的行为，彰显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决心。

严惩违法犯罪，更要推动生态修复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处竹竿连接成的网格横
竖相间。近期，重庆市江津区法院环资庭庭长姜玲再次来到江边，察看这处人
工鱼巢的生态修复效果。

“每年鱼类集中产卵季，受自然条件影响，鱼卵因附着力不强，容易被水流
冲散，影响成活率，人工鱼巢则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
研究中心主任姚维志说。

这处人工鱼巢的搭建，源于江津法院审结的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件。

2024年5月的一个晚上，村民丁某平、肖某伟、刘某波相约在自然保护区
内使用三层刺网捕鱼，后被公安民警抓获，现场查获渔获物9尾。其中包括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 1尾，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原鲤
2尾。

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过审理，法院分别判处3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宣告缓刑并处罚金。

惩罚只是手段，抚平生态“伤口”才是目的。
司法机关、渔业专家和当地行政部门经过协商论证，决定采用搭建人工鱼

巢的方式修复生态，司法机关责令3人在保护区内搭建人工鱼巢约1961平
方米。

“这是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关于‘长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
创新驱动、系统治理’精神的具体体现。”姜玲说。

污染环境终将付出代价。对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司法机
关重拳出击，在依法严惩的同时推动生态修复，以法治之力守护长江之美。保
护长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守护一江碧水。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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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进入冲刺阶段，一些商家以“AI押题”“AI提分”等为噱头推出各类商品、课程，宣称“押题准确率超80%”。动辄
上百元的“押题卷”吸引了一些焦虑的考生和家长。

这些被热炒的产品究竟是助力考试的“神器”，还是收割家长钱包的“利器”？“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三分钟哺光能否替代两小
时户外？

哺光仪，也称重复低强度红光
（RLRL），是一种以激光为光源照射
眼睛，用于近视控制或弱视治疗的
医疗设备产品。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输入“哺
光仪”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品类众
多，最高价格近 4000 元，有商家还
提供800元/月的租赁使用服务。

2023 年，因哺光仪不规范使用
造成某12岁女童视网膜黄斑损伤，
导致视力永久性受损。同年 6月，
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将激光近视
弱视治疗仪类产品划分为第三类医
疗器械，并给予企业和市场一年过

渡期。这意味着在2024年7月1日
之后，企业生产、销售哺光仪，须具
有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和生产许
可证。

今年4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有关专家在国际知名
眼科期刊共同发表名为《近视儿童重
复低强度红光治疗后视锥细胞密度
的变化》的论文，指出以激光作为光
源对儿童眼睛进行照射以防控近视，
有引发视锥光感受器受损的风险。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眼科
副主任医师张一弛说，哺光仪目前
临床研究观察最长时间为一年。部
分孩子使用后眼轴增长确有所控
制，但发生机制尚不明确，长期暴露
情况下安全性、有效性也有待观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
院眼科主任刘莹说，部分家长因孩
子近视进展或眼轴增长过快而选择
使用哺光仪，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孩
子度数不严重，想用三分钟哺光替
代两小时户外，这些想法并不可取。

这位专家表示，户外活动作为
近视防控方案的循证医学证据在全
球的观察时间更长、数据更多。建
议家长们理性评估风险与收益，优
先选择证据充分的防控手段。

大路灯能“模拟自然光”？

“相比普通台灯，大路灯的室内

照明光线分布相对均匀，能够减少
阴影和暗区，照射范围也更广，在一
定程度上有助于减轻视疲劳，但并
不足以单独作为一种近视防控方
法。”刘莹说，与按照三类医疗器械
管理的哺光仪不同，大路灯本质上
是一种灯具。

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
任倪海龙表示，万物生长靠太阳，
晴朗白天的太阳光照度可达 10 万
勒克斯（lux），远超能提供1000lux
左右光照强度的所谓大路灯。“同
时，大路灯也无法替代户外光刺激
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关键作用。”
他说。

很多临床医生都在门诊中遇到
家长请求推荐灯具产品。不少家长
表示，大路灯“参数眼花缭乱、价格
五花八门”，“缺乏行业标准、质量良
莠不齐”，购买后发现部分低价产品
夸大宣传。

《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明
确，读写应在采光良好、照明充足的
环境中进行，桌面的平均照度值不
应低于300lux。国家标准《读写作
业台灯性能要求》对灯具色温、显色
指数、照度、视网膜蓝光危害和闪烁
等多项指标提出要求。

专家强调，近视的发展受环境
因素、遗传因素等共同影响，采光照
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选购灯具应

优先参照国家出台的相关标准。

改善整体光环境和用眼习
惯，避免依赖单一技术手段

倪海龙强调，近视防控的关键仍
在于一增一减，即增加户外活动，减
少近距离用眼负担，同时可辅以改善
光环境及用眼习惯，要打组合拳，而
非依赖单一技术手段。

专家建议要科学看待人工光源，
辅助工具不可替代自然光照和基础
防控。

“不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
人，自然光作为视觉的核心保护因
素，其作用不可替代。”刘莹说，人工
光源的应用需以“安全、循证”为原
则，避免因商业营销或焦虑心理陷入
误区。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
年近视防控，部署三级干预措施。一
级预防包括从婴幼儿期（2岁半起）就
定期筛查视力，避免过早接触电子产
品；二级预防包括通过户外活动、用
眼习惯调整降低近视风险；三级预防
包括采用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及低
浓度阿托品等医学手段延缓近视
加深。

专家表示，近视防控是个系统工
程，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关注全生
命周期的用眼健康。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哺 光 仪 、大 路 灯 能 否 改 善 视 力 ？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黄筱 徐弘毅

近年来，“替代两小
时户外”的哺光仪、“模拟
阳光”的大路灯等产品层
出不穷。这些产品能否
切实改善视力？背后是
否暗藏风险？第 30 个全
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听
听 权 威 专 家 的 解 读 与
建议。

乱象。 （新华社发）

记者 6 月 5 日从教育部获悉，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近日发布 2025 年
第2号预警，提示广大学生警惕非法“校园贷”陷阱。

预警称，非法“校园贷”近期卷土重来，严重损害了广大学生的切身利
益。一些不法网贷平台以门槛低、办理快、额度高、利率低为噱头，诱导学
生过度消费、盲目借贷，使学生陷入债务困境、面临高利贷风险，部分学生
因无力偿还债务而遭受非法催收，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