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微信平台营销

现代人都关注自身身体健康 ,生
活质量的提高使得消费者愿意为身体

埋单 , 伪科普文的作者正是利用了消
费者的这一心理 , 通过微信平台进行
经营活动。 一篇介绍如何养气血的微
信文章实际上在推广辟谷班 , 该班课
程为期两天 ,收费 600 元 ,需要在微信
中先支付 100 元定金。 据了解 ,这个辟
谷班目前已经举办二十六期 , 十五人
一期 ,招满即开班。

宋泽鹏说 :“道家的辟谷历史由来
已久,但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患有低
血糖和胃炎的人需要规律的饮食,最好

不要轻易尝试。 ”
当记者向该班的指导师郭某询问

辟谷会不会引起低血糖时, 他说:“低血
糖不用担心,我们几乎每期都有低血糖
明显的同修,通过两天辟谷可完全扭转
低血糖体质,下次辟谷就不会出现低血
糖。如果在辟谷过程中出现因低血糖引
起的眩晕,可以通过道家呼吸吐纳有效
缓解。 ”

据记者了解 , 伪科普类文章大多
与经营活动挂钩 , 或是在文章中加入
购买链接或者地址 , 或是宣传某一产
品 ,或者招生开班。 （据《法制日报》）

06
2018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一

责编 ：王 娟 创意 ：刘学萍 质检 ：尚青云

深 读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通过网络搜罗资料东拼西凑 一些文章实为保健品广告

朋友圈部分保健科普文章揭秘

多为保健产品广告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微信科普文章
的文末或者文中一般会有产品购买链

接或者咨询所用的微信公众号。记者扫
描一个附在科普类文章文末的微信二

维码,添加售卖文章所介绍的一款膏药
的经营者为好友。

记者询问,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
副作用应该找谁,他说:“药店没有卖,黑
膏药是纯中药的,没有任何副作用,使用
了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如果有问题
微信联系我。 ”

记者观察该产品的封面,上面提供
了某地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备案编号,
但当记者在质监局的官网标准编号一

栏查询时,并没有查到这一编号。 问及
此事 ,经营者并没有做出解释 ,而是指
引记者百度搜索这款膏药。 记者搜索
发现大量宣传帖,大都为网友在贴吧咨

询膏药疗效如何。 有网友在提问帖后
留言称治疗效果良好,并附上“李老师”
的微信号。

记者随后又点开另一篇微信文章,
这篇文章通过点击“阅读原文”链接到
了一款保健品的购买界面,读者登录公
众号自己开发的“健康商城”小程序就
能支付购买,界面中能看到产品销量,却
没有购买者的评价以及售后窗口。记者
试图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查询

卖方提供的专利申请编号,同样没有搜
索结果。

就读食品工程专业的王紫燕曾经

在保健品商店实习, 她告诉记者:“保健
品市场十分混乱,利润很高,一般没有什
么疗效,但也吃不坏人,在实体药店购买
的保健品维权都很困难,更别说通过微
信买卖的产品了。 ”

“美国《预防医学报告》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跑步者在
休息状态功能连通性上有‘明显的差异’,差异可能扩展到
‘与运动无关的活动’。 换句话说:跑步可以使你更聪明。 ”

“去年《大脑皮层》的一篇文章显示辟谷有利于健康。 ”
……
如今,这些所谓的科普类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疯传,但有

些文章实际是某种保健品的广告,点击有些文章文末的“阅
读原文”甚至能够直接跳到产品的购买链接。

这类“科普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是否真的有科学性？
对此,《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引用内容断章取义

据记者了解, 这些 “科普
文”的主题定位于大多数读者
都会面临的身体问题, 如湿气
重、脱发、久坐、肩周炎等,而为
了吸引读者眼球、增加可信度,
这些文章一般会在文中提到

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 或者在
文中列举专家信息为文章提

供支持。
比如 , 一篇介绍 13 种类

似于保持快乐心态、少吃油腻
食品抗癌方法的文章 ,在其开
头列举了 6 位专家的职务和
姓名。

原来是铁路工人, 如今退
休在家的李福经常在微信朋友

圈分享此类科普文章, 他告诉
记者:“文章说的有理有据,也没
有花太多心思去质疑真实性 ,
参考一下未尝不可。 ”

记者试图查阅此类文章

中所提及的期刊文章, 发现大
多很难查到与之对应的来源

文章。
对此, 在山西医科大学读

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宋泽鹏告诉

记者:“国外确实有可能会做这
样的研究, 但公众号不是科研,
文章中好多引用的文章一般都

是其他文章或者公众号引用过

的 ,然后直接抄袭 ,只要能显得
有依据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可
能会断章取义。 比如,一些公众
号在写文章时只选择对其有利

的那部分内容, 所以很难查到
对应文章。 ”

宋泽鹏告诉记者 , 他身边
也有好多朋友都创建有类似的

科普类公众号, 操作模式大概
是:抄袭+部分改动+广告。

记者联系到一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某科普微信公众号的

小编, 这一公众号由一家健身
公司运营。 当被问及如何写出
看似“旁征博引”的微信科普文
章时,小编说:“我们可以通过网
络去获取资料, 然后自己进行
加工, 最后以合理的方式呈现
给大众 ,合情合理就行 ,当然会
考虑真实性,不会误导读者。 ”

记者追问如何对信息进行

加工,并没有得到对方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