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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短视频平台对
账号进行过资格审核。在消
费者向平台投诉后，平台随即
关闭了涉案账号的商品橱窗
功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平
台也按要求提供了涉案直播
间销售者的真实姓名、地址和
联系方式。该短视频平台不

应承担共同责任。
考虑到网络直播行业存

在的内容生态不良、主播良
莠不齐等问题，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向涉事平台发出司
法建议书，建议其构建主播
准入机制，强化日常监管。
督促平台内的板块运营方，

加强对入驻商家资质的审
查；对于主播日常的直播行
为，通过人工或科技方式进
行适当巡查；演绎性质的剧
情，须在合理位置进行提示；
畅通消费者监督反馈的渠
道，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
联动。 据央广网

“上学前吸一口，下课后吸
一口”，继萝卜刀之后，近期，一
种名为“鼻吸能量棒”的东西在
学生中流行开来。

其外形像一根棒状的塑
料管，里面多是樟脑、薄荷
等 成分，被商家宣称“纯净
无毒”。但这种“鼻吸能量棒”
真的无毒无害吗？是否容易
上瘾？

“鼻吸能量棒”侵入校
园，有小学生已上瘾

近期，天津两名小学生带
着“鼻吸能量棒”来到超市，要
求老板进货，并称这种东西

“倍儿上瘾”，还有薄荷、西瓜
等多种口味。事情被报道后，
引发大众的关注。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
有家长在社交平台表示，现在
学生之间很流行“鼻吸能量
棒”，“有学生已经上瘾，离都
离不开。”由于产品里含有樟
脑等成分，也让这名家长担
忧，是否会对身体有害。

从网友反馈看，目前，这
种“鼻吸能量棒”已在多地学
生群体中出现。

卡卡（化名）是河南省中
牟县的一名小学生。近日，
她发现，班里有同学正在吸

“能量棒”。“这名同学平时就
把‘能量棒’放到裤子口袋
里，据他反馈，一次不吸就不
得劲。”

卡卡并没有在校园周边
的超市里，发现“鼻吸能量棒”
的踪影。她怀疑，同学的“鼻
吸能量棒”是从网上购买的。

“估计也是跟潮流，毕竟现在
广告里都有宣传。”卡卡告诉
记者。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
现，不少线上商家在售卖这种

“鼻吸能量棒”，价格多在几元
至几十元之间，部分产品月销
量已达上千件。

从商家宣传看，产品主要
由薄荷脑、冰片、植物精油等
成分构成，气味多样，有些产
品还加入了多种烈酒成分，以
吸引消费者购买。

一些商家还在介绍时称，
适合上课提神时使用。从
消费者评价看，不少学生为
此购入，还有家长给孩子买
来玩。

记者就此询问某售卖“鼻
吸能量棒”的电商店铺，客服
表示，“目前，初中生群体用
的较多，小学生没必要用。”

但从实际来看，仍有一些小学
生为了“尝鲜”，购买“能量
棒”产品。

商家宣称的“安全无
毒”，是真的吗？

虽然上述客服称，产品添
加了薄荷脑和植物精油的成
分，是通过嗅觉刺激，使人味
觉达到一种舒适的状态，不会
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但
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据卡
卡透露，同学直接把产品放进
鼻孔里吸，这又是否会对鼻腔
造成伤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科主任医师邢志敏向记
者表示，将“鼻吸能量棒”插
进鼻孔里，这种行为是完全
不正确的，“生活中，不能随
便往鼻孔里塞这类东西，一
是有细菌，二是也会破坏鼻
黏膜。”

一些地方禁毒办微信公
众号也专门发布文章称，鼻吸
上瘾这个动作，危害超乎想
象。对于人格三观尚未成熟
的青少年，这种行为可能降低
他们对毒品的防范心理，使他
们更易落入涉毒陷阱。鼻吸
作为毒品的吸食方式之一，极
易破坏鼻黏膜功能，轻则引起
鼻炎，重则造成鼻腔溃疡、出
血等。

“以吸食K粉为例，K粉通
过鼻子吸入，极易引起呼吸道
感染。长期吸食K粉，会引起
支气管及喉肌挛缩，呼吸道分
泌物增多而不能及时排出，
诱发呼吸抑制，病变严重者
会出现呼吸暂停引起死亡的
现象。”

另有专家指出，“鼻吸棒”
中的樟脑和薄荷虽然是天然
成分，但是过量使用也会对人
体造成不良影响。比如：樟脑
长期或大量吸入会导致神经
系统损伤、肝脏损伤、呼吸困
难、恶心呕吐等。

面对“鼻吸能量棒”造成
的危害，天津市消协也表示，
家长和孩子应提高警惕，同时
建议相关部门介入，加强校园
周边监管，保护少年儿童身心
健康。一方面杜绝学校内部
的“鼻吸能量棒”的销售渠道，
严禁“鼻吸能量棒”入校；另一
方面，也可安装一些校园标识
牌，宣传“鼻吸能量棒”的危害，
有利于提高学生对“鼻吸能量
棒”上瘾后危害知识的认知。

据中新网

直播间“卖惨”诱导老年人消费
一主播被告上法院，构成欺诈被判赔偿

近期，一些演假苦情戏吸引老年人关注，主播“卖惨”兜售产品的现象
频发。在社交媒体上，接连有网友发文称家里老人已“中招”，向平台投诉
却回复“无质量问题不退货”。此类现象如何监管？

“鼻吸能量棒”风靡中小学？
专家紧急提醒：有毒有害！

广东深圳的王女士向某
消费者投诉平台反映，她的
母亲退休后常在短视频平台
观看各种家长里短类视频。
但王女士发现，这些视频中，
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某人遭
遇生活困难，主播为博取同
情心，前来帮忙，顺便兜售
产品。

一开始，王女士只觉得
老人喜欢看这类视频，但她
逐渐发现，老人下单买的产

品越来越多，高达两三万元，
才意识到不对劲。“我知道是
演的，但老人觉得是真的。
而且直播间里很多东西价格
虚高，在我看来就值几块、几
十块钱的东西，老人可能花
上千块钱去买。”

王女士向短视频平台投
诉，却被告知产品没有质量
问题，而且老人自主下单，无
法退款。投诉几次后，王女
士只好“认倒霉”。与王女士

母亲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很
多人。

此前，中央网信办已要
求短视频平台，虚构剧情须
进行标注，帮助网民辨清真
伪。但记者发现很多主播的
视频中并没有相关提示。一
名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透
露，真伪标注全靠主播“自
觉”，平台方面无法在直播时
对真伪进行判断，只能靠投
诉举报、事后监管。

日前，江苏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一起因直播“卖
惨”引发的信息网络买卖合
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短视
频主播被判公开道歉并支付
三倍赔偿款。

此前，短视频主播焦某
在账号上进行直播，称女孩

“玲玲”和其生母被继母“大
美”限制人身自由。焦某多
次带人前去解救，并全程直
播。解救后，焦某又声称“玲
玲”身患重病，于是找到“玲
玲”的继母“大美”周旋，“大
美”称自己的钱都压在了货
上，同意委托焦某卖玉石，所
得货款用来支付医药费。焦

某在直播间呼吁粉丝购买玉
器产品为“玲玲”献爱心。消
费者万女士在刷到该直播间
内容后，心生怜悯，在直播间
内购买了手链、戒指等19件
商品，累计支付5649.9元。

此后，万女士无意间从
他人转发的视频中发现，焦
某和“玲玲”“大美”等人竟一
起吃饭举行所谓“庆功宴”。
她感觉上当受骗，将焦某及
视频平台诉至南京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编这种剧本骗老
年人，我肯定要维权。”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认为，焦某演绎的故事，为直
播卖玉做感情铺垫，是以虚

假的公益性目的掩饰售卖玉
器的营利性目的。最终，法
院判决：焦某的行为构成欺
诈，要求其在某短视频平台
发布道歉声明；焦某在收到
万女士退还的货品后，要退
还原告货款5649.9元，并支
付三倍赔偿款 16949.7 元。
一审判决后，焦某不服，提起
上诉。法院驳回诉求，维持
原判。

法官表示，《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对于销售者、经营者
欺诈的认定，重在他是否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即使销售的
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也不能反
推其主观上不存在欺诈。

直播平台该如何规范管理

主播被判公开道歉并赔偿

“卖惨”直播让老年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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