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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ChatGPT的信息也是来源于互联网，而互联网中信息并不总是准

确的，请大家务必擦亮眼睛，辨别网上信息真伪，合法合规使用软件，切勿泄露个

人信息。

ChatGPT虽好玩 这几件事需当心
本报综合 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个词ChatGPT，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这个爆

火的软件，就像打开罐子释放出精灵一样，围绕它的是无数人的好奇心。然

而，随着其短时间内迅速蹿红，不法分子利用其热度或者技术本身实施违法犯

罪行为，也尤为需要引起重视。

山寨版捞金 随着ChatGPT爆火，国内也涌现了一批名字中包含“ChatGPT”
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产品。这些产品使用ChatGPT的官方图标当头像，主要的

服务方式是先免费试用，一旦免费次数用尽就开始收取费用，最高无限次对话收

费甚至高达999.99元。

通过验证，ChatGPT官方平台回复与微信小程序软件比对，答案完全不一致。

目前，ChatGPT的开发者、人工智能研究机构OpenAI并没有在中国大陆提供

有关ChatGPT的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公司运营。

·防诈小贴士·

当心钓鱼邮件 山寨版的危害可能只是蹭热度、赚流量钱和服务费，更需要

提防的，是有不法分子把ChatGPT与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

目前境外有人使用ChatGPT创建一个完整的感染链：不同以往的广撒网式

的网络钓鱼，它在提问者的诱导下可以生成针对特定人或者组织的“鱼叉式”网

络钓鱼邮件，此类钓鱼邮件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这就导致邮件接收方更容易

上当受骗，接收者一旦点击该邮件，系统就会被恶意代码感染中毒。

在ChatGPT推出几周后，不法分子对ChatGPT的恶意利用也带来了更多的

数据安全问题，目前外国已有相关机构证明该机器人可能被用于编写恶意软件，

逃避防病毒软件的检测，或利用其拟人的聊天对话能力，冒充真实的人或者组织

骗取他人信息等。

编造谣言工具 根据研究机构测试发现，如果对着ChatGPT提出充斥阴谋论

和误导性叙述的问题，它能在几秒钟内改编信息，产生大量令人信服却没有来源

根据的内容。

一旦ChatGPT被不法分子利用，将可能导致ChatGPT衍生成为互联网上制

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工具。

本报讯（通讯员 金炯明 记者 阮伟

康）日前，杭州某品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将两面锦旗分别送至区公安分局食药环

知犯罪侦查大队和仓前派出所，对余杭警

方尽心尽力，全力维护企业正当权益，有

力护航营商环境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事情还要从春节前说起，今年 1月 9
日，该公司负责人来到仓前派出所报案，

称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安防集成电源，被

不法分子假冒销售。该负责人表示，这款

安防集成电源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主打产

品，已申请了品牌专利，主要用于银行等

金融单位的安防设施。前不久公司接到

线索，前员工赵某等人将私自生产的安防

集成电源冒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销售，

给公司利益造成较大损失。

接警后，仓前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甄

别，初步确定这是一起典型的假冒注册商

标案件。区公安分局食药环知犯罪侦查

大队随即牵头成立专案组。春节前夕，专

案组民警马不停蹄前往全国多地开展调

查取证，经过相关鉴定，及时锁定案件关

键证据。

2月 10日，仓前派出所会同区公安分

局对该案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良渚等地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6名，捣毁制假窝点

1处。

经查，犯罪嫌疑人赵某等人原本都是

该品牌公司员工，几年前辞职后又“另起

炉灶”，生产起同款安防集成电源，但难以

打开销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赵某等人

便冒用原公司品牌面向外省客户销售，先

后非法获利数十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等 6人已被余

杭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自主创业竟想歪招 冒用“老东家”品牌被诉

近年来，直播带货行业发展迅猛，许多质优价廉

的地方土特产借此打开销路、涌向市场。但带货新

赛道中也夹杂着一些善打“擦边球”的违法违规行

为。把标有“初级农产品”的药材夸大为包治百病的

“神药”，就是典型。

众所周知，药材变为药品，需要程序严格的炮制

加工过程，用于医疗实践的话，更需经过有关主管部

门的质检、审批与临床验证。同时，网上行医须有相

关的资质。去年6月，国家卫健委和中医药管理局等

九部门曾在《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

之风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但受市场红利

驱使，一些直播间仍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公然“开

方”或暗中卖药。

为躲避平台审查和政府部门监管，违规行医卖

药的直播间多采用词汇拆分重组、偷换药品概念、将

功效转移至农牧产品或食品上等做法。比如，以“囊

什么肿”拆分“囊肿”，以介绍农牧产品为名推销“散

结汤”“姨妈汤”等自制药汤等。这些“药汤”不仅本

身的卫生性、安全性堪忧，而且可能效果微乎其微，

价格不菲，甚至可能耽误一些人的正常医治。

直播间里的“行医”乱象，有着复杂的成因——

主播见利忘义，平台监管缺位，商家打“擦边球”刻意

躲避，患者病急乱投医等，其治理也需多方发力。比

如，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要结合网络销售的新形势、

新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措施，严格审查药品

企业的网售资质、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执法部门

要加强对不法企业及从业人员的打击力度，提高其

违法成本；进一步规范医护人员直播等自媒体行

为，引导医护人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宣传相关医

学健康知识，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指导；直播平

台要履行好审核把关的主体责任，对直播间“行医”

乱象早发现、早规制、严处理。

同时，消费者和患者也要提高警惕、谨慎购药，

要优先选择线下就医和实体药店，确需网络购药时

也要查看网上药店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对诸如直播

间违规行医卖药的情况，要积极监督举报。

暗中开“中药方”
功效存疑A

直播平台监管不到位，商家打“擦边球”躲

避审查，患者病急乱投医……多种因素导致了

互联网直播间里的“行医”乱象，其治理也需要

多方合力。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监管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2022年发布的《药品网

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

当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

未取得药品零售资质的，不得向个人销售药

品。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晔强说，

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电商类平台应切实履

行监管职责，面对不断变种的违规行为，审查

过程要更加细致全面，并对涉嫌违反广告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行为跟进查处，营造

良好的网络营商环境。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

要结合网络销售新形势新特点，更有针对性地

完善监管措施，执法部门要加强对不法企业及

从业人员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维护公

众身心健康和消费者权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

多人的消费习惯，但药品是特殊商品，消费者

和患者要优先选择线下就医和实体药店。如

确需网络购药时，要格外擦亮眼睛，查看网上

药店是否具备药品交易服务相关资质。

胡兰贵认为，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医

护人员直播等自媒体行为，引导医护人员通

过短视频、直播等宣传相关医学健康知识，

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指导，这既符合大众

的需求，也是医疗工作者价值的体现。

当前直播平台“开药方”、售卖中药材存

在多重违规行为，同时暴露了监管审查方面

的漏洞，不利于中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

——用“农产品”“食品”等替换概念蒙混

过关。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直播间所售卖中

药产品的营业执照上，大多都有初级农产品

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等关键词，以此规避

更为严格的药品类资格审查。一位店铺商家

表示，直播平台不能直接卖药，直播间里也不

允许随意讲医药类相关的词汇和产品，因此

将药品的概念和功效转移到日常用品或者食

品上面，就更容易在平台过审。

——违规直播卖药，夸大治疗效果。

2022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2022年纠正医药购

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

出，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

份之便直播带货。“医生直播带货是违规行

为，假借医生之名直播行医卖药更是违法行

为。”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兰贵说，直播

间卖药号称“一人一方”，实则“千人一方”，盲

目吃药对身体有很大危害，每个人的体质不

同，治疗方法也不同，需要辨清寒热、对症下

药。

——平台监管缺位，资质把关不严。受

访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直播平台规定，禁止

发布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包括国产、国外药

品，但对于商家有意偷换概念、挂羊头卖狗

肉等行为，平台监管并不严，存在一定的监

管漏洞，导致更多不法商家和个人有了可乘

之机。

监管不足
带来多重隐患B 需多方合力

治理直播“行医”C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看到，主播举着一

袋名为“散结汤”的产品介绍道，“家人们，

只要你身上有囊什么肿、息什么肉，疙里

疙瘩、鼓里鼓包，不管在甲上的、肺上的、

前胸的、后背的、胳肢窝的、四肢的，通通

都可以把咱们的汤汤喝上，拍 2号链接 6
大包30次。”其间有多位网友描述自己的

症状，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经过主

播的“诊断”后，都推荐了同一款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记者发现主播

提及的“囊什么肿”等“奇怪”的词汇，实际

上都是医药类术语：囊肿、息肉、结节、甲

状腺、汤药等，之所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

躲避平台的违禁词审查。

在该款“散结汤”的详情页中，中差评

达到数百条，有消费者写道：“喝了一段时

间，啥效果没有，病情严重的千万别乱买”

“药房同样的东西比这里便宜好几倍”“打

开一包，还混杂着一根生锈的钉子”……

在另一个数百人的同类型直播间，主

播不断重复着产品的“万能”功效：额头热

热的、嗓子咳咳的、阿嚏阿嚏的，全家人都

能喝，放心喝，这款已经卖出 8 万多单

了。当记者提问“不需要医生把脉诊断，

就能直接开方子吗”，随即显示已被对方

拉黑并“踢”出直播间。

而在一个名为“XX堂养生”的直播

间，除了主播之外，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

的老人一言不发地称药、打包。主播表

示，自己跟着这位老前辈在线下做了7年
的“姨妈汤”，专注于女性健康，有淤淤、堵

堵各种问题的，先拍个10包带回去。

当网友在公屏上提问“是中药配方

吗？”“老前辈是医生吗？”主播马上回应

说，虽然写着“初级农产品”，确实是“中

中”配方，这位老师也是“医医”“doctor”，
是有证的，但不能给你们看，要被封号的。

消费者还发现，在多款热销中药类产

品的评价中，充斥着不同账号上传的相同

评价和配图；还有部分商家通过添加患者

微信，引导至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以谋

求更多不正当利益。

（本报综合新华社、工人日报）

标着“初级农产品”的药材，被直播
间夸大为能治多种疾病的“神药”；身着
白大褂的老人，配合着主播在一旁称药、
打包；将医疗词汇拆分重组成新型营销
话术，以躲避违禁词审查。

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养生类账
号活跃在网络直播平台，违反国家规定
暗中或违法“行医”，真假难辨，扰乱市场
秩序，给消费者和患者带来危害。

网络直播间“行医”乱象调查：打着农产品幌子开“方子”

不能放任直播间
“行医”乱象危害公众健康

短 评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日前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扎实开展“昆仑 2023”专项

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食药环和知识产权领

域突出违法犯罪。

公安部要求，要聚焦食品安全、药品

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污染防治、野生动物

保护、环境资源安全和生物安全，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用医用药安

全、生产生活安全，切实服务好创新发展，

守护好青山绿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要主动服务大局，紧紧围绕粮食安

全、乡村振兴、黑土地保护、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因地制宜依法

严厉打击食药环领域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发挥保驾护航作用。要进一步强化

源头打击，坚决查处整个犯罪链条组织

者、获利者；强化区域合作，对团伙化、跨

区域犯罪实施协同打击；强化大案侦办，

通过挂牌督办、提级侦办等多种方式，实

现“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查流

向”打击目标。

公安部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部门合

作，强化行刑衔接，健全案件移送和联合

整治机制，切实形成打击整治合力。要提

高执法水平，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强化相关法律政策保障，努力实现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

据了解，去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深

入开展“昆仑2022”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食

药环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共侦破刑事案

件 8.4万余起，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了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

公安部部署开展“昆仑2023”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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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

十七条 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

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

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

标标识，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

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