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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笔能照出蔬菜农残；碘伏可以美白祛痘还防脱发……

是妙招还是带货？警惕网络“伪科普”

某博主不到半年时间发布600多条视频，内
容全都是治脾胃的偏方

“荧光笔能检测农残”“碘伏可以美
白祛痘防脱发”……社交平台上，总是
充斥着各种貌似有科学原理的流言。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伪科学留言的散
播者，往往暗含着算计。事实上，靠着
流言去蒙骗进而带货，才是他们的真
正目的。

是真心教妙招，还是盘算着带货？
大家务必警惕网络“伪科普”伤人。

图文来源：北晚在线

做科普是假，带货才是真

“儿子，你给我买的这个蔬菜残留检测笔
真好使，我现在买菜就天天拿着……”短视频
镜头前，一个大妈拿着一支紫外线荧光笔，对
着桌上的蔬菜照来照去。照在菠菜上，没什
么反应；照在茄子上，也没什么反应；可照在
辣椒上，辣椒表皮上出现点状的荧光亮斑，大
妈惊呼：“这些全都是农药残留啊！不健康！”

用荧光笔照射蔬菜，用来判断是否有农
残，类似的视频在网上屡见不鲜，标题也起得
煞有介事：“你家买的蔬菜正常吗？一照立马
现出原形”“大爷买菜竟用高科技，菜市场摊
主集体失眠”……

“用荧光笔照射蔬菜，如果有荧光斑就说
明有农残，这个说法在一年前就出现过。”中
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宝
聚为此还做过实验。根据网传说法，这些荧
光斑是硫酸铜、波尔多液等农药残留的结果，
可李宝聚用对应的农药浸泡蔬菜再用荧光笔
照射，并没有看到任何荧光斑。也就是说，

“荧光斑代表有农残”的说法完全是谣言。后
续的实验还证明，荧光斑其实是蔬菜在储存
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阿魏酸、香豆素等物质，对
人体是安全的，与农残毫无关系。

明明辟过谣，可流言仍经久不衰。又一
则视频的标题似乎给出答案：“这样的蔬菜还
能吃吗？家家必买的买菜神器。”原来，拍视
频的博主并非好心教你如何辨别蔬菜，而是
为了引你去买荧光笔。无论是一开始的大
妈，还是后续发视频的多个博主，点开他们的
主页都能看到带货店铺，视频里的同款荧光
笔就在售卖列表中。

有博主把碘伏吹上了天。从视频标题上
看，碘伏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消毒用产品，而
是能美白、能祛痘、能防脱发的万用神器。但
细看这些视频发现，博主们在用碘伏抹脸、洗
头的同时，还搭配使用了某品牌的面膜、洗发
水等，品牌名还明晃晃地打在标题中，显然就
是带货广告。事实上，关于碘伏的作用，多个
科普公众号都发表过辟谣文章，号称碘伏能
美白、祛痘、防脱发等全都是谣言。

演戏演全套，甚至拉传销

今年60岁的许先生，肠胃不舒服有一年
了。平时刷短视频或许是搜索胃病的关键词
比较多，在他的短视频App中，时不时就会
刷到一条“如何养胃”的科普视频。发视频的
博主，每次都会留个话头，让观众到直播间继
续学知识。好奇的许先生点开其中一个博主
的直播间一探究竟。“有反酸烧心的打111，
有 胀 气 打 嗝 的 打 222，有 口 干 口 苦 的 打
333……”刚才还在做科普的博主，直播间里
直接化身医生，回答起观众的各种问题。可
答着答着，博主就会时不时引导观众：“如果
想调理身体的，可以加我们助理的微信。”

想获得更多养胃知识的许先生，添加了
微信。刚开始，助理还会问问病症，并要求许
先生自拍舌苔照片发过去。可刚看到照片，
助理直接给出定论，说胃部有溃疡，需要接受
治疗，咨询费加药费总共是3000元一疗程。

“我才做的胃镜，说是浅表性胃炎，怎么

看了眼舌苔就说是胃溃疡？”许先生这才明
白，对方分明是在“钓鱼”的骗子。

许先生遇到的骗子，至少还演了一出先
科普再看诊的连环戏码，可有的骗子是直接
放出伪科学概念，等着有人自己上钩。此前，
市面上时不时冒出一款带有“量子概念”的产
品，比如“量子鞋”“量子内衣”等，号称对身体
有益。对于这种毫无根据且违背科学常识的
说法，各类媒体和专家都曾辟过谣。现如今，
又有一种新的“量子能量手环”出现，不少博
主声称戴上手环能改善健康、治疗疾病。

这个量子能量手环还不便宜，一个 899
元。记者添加了一个博主的微信，对方一上
来不是介绍手环功能多强大，而是发来一个

“全球财富计划”的示意图，说是买手环后就
可以成为“经销商”，然后继续发展“下一级客
户”。客户发展得越多，总公司会给出更多返
利，自己也能获得更多的分红，跟传销公司拉
人头的话术几乎一模一样。

一天发五条，内容很雷同

这些假科普的视频，到底该如何分辨？
记者对比发现，如果是真正做科普的博主，他
们每个视频的话题往往有所分别，发视频的
频率也不会太高。而假科普的博主，有的恨
不得一天发好几条，且连续几天的视频都是
极为相似的主题和非常雷同的文案。

比如一个做“营养分享”的博主，不到半
年时间发了 600 多条视频，平均一天四五
条。这 600 多条视频，几乎全都是教“养脾
胃”的偏方，雷同内容很多，都是姜丝、山楂、
红枣、小米等食材，分别搭配起来煮水喝。文
案的开头也十分相似，很多都是“妈妈这样
做”“村里老人教的办法”“老一辈的智慧”等。

这个博主早期发视频时，显然还处于账
号的“养号阶段”，内容只是单纯地“介绍偏
方”，最近显然是觉得养号期已过，到了该变
现的时候，每条视频除了照常教偏方，还会特
意提到要配合吃某某名称的养胃产品，甚至
还有其他人在评论区帮腔。记者看到，虽然
博主没有直接给出商品链接，但视频里提到
的某某名称的养胃产品，搜索之后就会发现，
只有一家公司在生产。

有些“科普”博主，起名时会用“××养
生”“××健康课堂”“××育儿课堂”等字眼，
甚至拍视频时为了增加可信度，还会以穿着
白大褂的样子出镜。但他们的身份，没有经
过任何的官方认证，博主在哪家医院工作，有
什么医疗背景，视频里更是从未提及。部分
科普视频的标题里，还用上“三甲儿科主任坦
言”“院士提醒”等说法，但究竟是哪位主任、
哪位院士的言论，视频里只字未提。

这些所谓的科普视频，内容也经不起推
敲。比如一条视频标题是“两种水果，小孩多
吃，玻璃脾胃变钢铁脾胃”，可视频绝大多数
时间并未在介绍水果，而是在介绍一款压片
糖果和一款饮料，号称对身体有益。翻开这
个博主的其他视频，无论是治流感还是孩子
增高，都能吃这款糖果、喝这款饮料，简直是
万能。和之前的养胃产品情况类似，博主并
未在视频中直接给出带货链接，但假如按照
名称搜索这两款产品，生产商同样指向唯一
的一家公司。

博主先是宣传荧光笔可以“测农
残”，再销售荧光笔

有的博主穿着白大褂出镜，但他们的身份，
没有经过任何的官方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