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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老太游故宫走错门

被保安疑似踹骨折

� � � � 7

月

2

日下午，胡先生带着妻子和

64

岁的岳母从河南来京旅游，参观

故宫博物院。 其岳母在故宫游玩时，因进错门口，被保卫处一男子踢中右侧

肋骨，赔偿问题仍在处理之中。

■

事发

进错门口引发冲突

� � � � 7

月

2

日下午， 胡先生带着妻子李女士

和

64

岁的岳母从河南来京旅游，参观故宫博

物院。 他称，自己之前来过多次，便和朋友在

故宫南门外等候，让妻子带着岳母进去游览。

“我和她们说好了， 转完一圈还从南门出来，

我们在外面等着。 ”胡先生说，可妻子带着岳

母转着转着却从北门出去了， 等她们出去后

发现不对，又打算返回去。

当时已是下午

4

点， 故宫北门门口的保

卫处工作人员告诉母女俩不可以进入， 需要

再买票，可当两人打算买票重返的时候，发现

当天已停止售票。 “我看到一旁有个小门，上

面写着员工入口。 ”李女士说，当时恰巧有一

对老夫妇带着个孩子从那里进去， 她当时也

没多想，便拉着母亲也打算从此处通过。可刚

走到门口，便有工作人员把她们拦住，称此处

只有员工可以进入。

“为什么前面那三个人可以进入？他们也

是游客。 ”李女士当时便反问该工作人员，对

方称进入的三个人是员工家属， 双方因此争

吵起来 。 “那个保安 没 说 几 句 便 动 手 打

人 。 ”李女士说 ，当时争吵得很厉害 ，但没

想到工作人员会动手 ，该男子

20

多岁，跳

起来冲着母亲踹了一脚。看到母亲倒地，她也

和该男子撕扯起来。 随后两名工作人员跑来

拉住了母女俩。

“不光动手打人，还把我手里的太阳伞拿

过来撅断了。”李女士说，刚被拉开，打人的男

子便跑进故宫消失。 一名负责人将她们带到

一旁，欲解决此事。

■

后果

医院专家认定骨折

� � � �

“那个自称队长的人说，可以让我们第二

天免费再来玩一圈，不用花门票钱。 ”李女士

说，她坚决不同意。 几经商讨之后，对方赔付

她们

200

元“营养费”外加两把雨伞。“因为当

时并不知道母亲受伤， 心想解决完也就完

了。 ”

拿到赔付后， 工作人员派车将母女二人

送到南门入口处，与胡先生等人会合。胡先生

说，虽然一肚子气，但妻子一直劝他算了，他

便也没有报警。

当天回到住处， 胡先生的岳母总说被踢

到部位疼痛，而且不能下蹲。

3

日上午， 胡先生一家再次来到故宫北

门，要求工作人员带其岳母去医院检查。再三

要求之后， 故宫保卫处两名工作人员带着他

们前往北大第一医院拍片检查。

北大第一医院影像科出具的检测结果显

示，胡先生岳母“右侧第

9

后肋可疑骨折，建

议复查”。胡先生说，当时急诊的大夫说，如果

想确认骨折的话，需要去门诊找专家认定。随

后，在故宫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胡先生一家又

前往门诊楼找专家。“当时一名姓郑的专家认

定是骨折， 说不需要做

CT

核实， 免得多花

钱。 ”胡先生说，当时故宫工作人员听完专家

意见后承认骨折， 但称赔付问题需回去和领

导协商。

■

处理

故宫称赔偿处理待调查

� � � �

第三次回到故宫， 保卫处的负责人指着

X

射线的检查报告说不是骨折，不予赔付。随

后，胡先生报警求助，在警方的协调下，故宫

方面让胡先生自己出一个“心理价位”。 胡先

生提出

2.3

万元的赔付要求被故宫方面回

绝，“他们说没有骨折，不能要这么多钱。 ”胡

先生认为，他们本着误工费、护工费、医药费

和食宿费提出的这个价格，没有不合理。

为了给出骨折的直接证据，

4

日上午，胡

先生一家再次前往医院，花费

700

余元做

CT

检查。 这份检查结果医院下周一会出具。

4

日下午

3

点， 记者与胡先生再次前往

故宫北门。保卫处的工作人员承认此事，但称

打人者和领导均不在， 胡先生所花费的

700

余元

CT

费需要第二天再来找领导报销。

故宫派出所相关民警称， 前天下午已经

将双方带到派出所内，应胡先生的要求，也播

放了故宫北门外摄像头拍摄的视频， 但双方

关于赔偿问题警方只能进行协调。

故宫官方表示，确认有此事，但赔偿和处

理结果需要调查后才能回复。

(

据《京华时报》）

医院初步检查认为疑似骨折。

央视揭露胶原蛋白“神话”：

一瓶成本 4元卖 30元

� �

如 今 打 开 电

脑，只要输入“胶原

蛋白”四个字，就能

搜到超过

20

万件

的相关商品， 而打

开电视推销胶原蛋

白的各类广告更是

扑面而来。

胶原蛋白离不

开， 还得争分夺秒

地进行补充， 那么

这胶原蛋白是做什

么用的？ 都有哪些

功效呢？ 销售人员

说胶原蛋白不仅美

容，还能强身，既可

外用 ， 又能内服 ，

“ 已 卖

38

万 瓶 ”、

“狂销

46

万瓶”，种

种诱人的字眼打动

了不少爱美女士的

心，在所谓“心动不

如行动”鼓噪下，她

们真的由心动变为

行动了。

消费者 “心动

不如行动”，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胶原蛋白的销售直线上升，一家网店据

说销量最好的一款胶原蛋白粉一个月就卖出将近

8000

多瓶。买的人为什

么那么多？ 商家说这东西有各种神奇的效果，人家明星都拿它来当水喝。

但这种东西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就在胶原蛋白一路高歌之际，网络上出现了一条微博，给这火热的市

场浇下一瓢冷水。这条微博是这样写的：“作为一个烧伤医生，我想我对皮

肤和胶原的了解比绝大部分人都多，我可以负责地说，所有口服的胶原保

健品全部是骗人的，无论他宣传的疗效是什么。 ”

写微博的人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位主治医师，这条微博发出后，短

时间内被转发近

6

万次，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同行的支持，他们直呼“大

家别再浪费钱了”。

那么市场上出售的胶原蛋白又是用什么原料制成的呢？ 一家专门销

售此类产品的导购小姐说，自己出售的胶原蛋白来自深海无污染纯鱼皮，

而另一家说他们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深海的鱼其实污染非常严重，而且

成本高，提取出来的量很少。

纵观目前的胶原蛋白市场，所售产品绝大多数都是内服的，商家们大

都宣称，他们的产品可以直达肌肤，补充营养。而据专家介绍，胶原蛋白是

一种纤维性蛋白质，必须经过人的消化系统的处理，降解成氨基酸之后才

能最终被人体吸收，不可能直接进入皮肤，发挥所谓的美容功效。

其实早在

2010

年，我国内地的胶原蛋白热还未兴起的时候，香港消

费者委员会已经对胶原蛋白产品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出具了报告。

研究表明，人体内部的胶原蛋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流失，而目前

的科技水平很难定向给皮肤进行补充，也就是说皮肤老化是自然规律，所

谓口服胶原蛋白美容，延缓衰老的说法都是商家炒作出来的。

在专家眼里，胶原蛋白的营养价值还不如鸡蛋和牛奶，用它来美容其

结果将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带来副作用。

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科学道理，不仅吃了没用，吃不好还有害。 有商

家说这东西来自深海鱼皮，也有的说是从其他动物身上提取的。听着好像

这东西做起来挺费劲，成本也挺高。 很多人买的时候也花了不少钱。 那这

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价？ 到底有多贵？

在淘宝网上盒装胶原蛋白口服液的价格大多都在百元以上， 平均每

小瓶

20

元左右。 那么这种口服液的成本究竟有多少呢？ 记者咨询了一家

胶原蛋白代加工厂， 据说市面上多种胶原蛋白口服液都是由这家工厂生

产，他们提供的胶原蛋白粉一般是

200

元钱左右一公斤。

200

元一公斤，也就相当于一克

0.2

元钱，每小瓶装

8

克，这样算来，

一小瓶胶原蛋白口服液的成本只有

1.6

元钱，如果加上其他环节的费用，

一瓶的成本在

4

元钱左右。

加上包装满打满算也才合

4

元钱一瓶， 可是到了市场上转眼就卖到

二三十元，一个月就要

1968

元。 导购小姐一再宣称口服胶原蛋白的疗效

显著，这卖的是药吗？怎么还有疗效？记者看到，这种胶原蛋白口服液的包

装上明确印有“果味饮料”字样，属于普通食品。 而我国《食品广告管理办

法》明文规定，食品广告中不得出现医疗术语。

另据了解， 像这样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的情况远非个例。 在淘宝网

上，仅国产胶原蛋白产品的数量就有

300

多种，绝大多数都在宣传补水除

皱、美容护肤等功效，它们大多标榜为保健品，而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的网站上， 只有

36

种可以称之为保健产品， 只占总数的

10%

左

右。

现在看来胶原蛋白不过是商家进行推销的概念， 靠着忽悠出来的神

奇效果，靠着明星代言制造的消费热点，商家是大赚特赚。 近几年保健品

的概念是层出不穷， 这个水那个液让人眼花缭乱， 有的是打着科学的旗

号，比如安上基因、核酸这样的字眼；有的是投人所好，比如补脑、补肾、补

血、补钙；有的是量身定做，就比如专门给爱美人士喝的胶原蛋白。只要能

赚钱，只要能忽悠出去让人买，商家才不管这东西是好是坏。如何治乱，如

何让保健品市场先健康起来，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据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