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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问诊”免费背后陷阱多
据新华社

生病后足不出户，只需在网上输入自己的症状，从普通的头痛

发烧到疑难杂症，都会有热心的网友和网上“医师”为你“诊断”，开

出“处方”。但在追求方便、省钱之余，“网上问诊”的质量往往难以

保证，甚至“免费接诊”背后暗藏种种陷阱，值得人们警惕。

记者在重庆随机采访了近20位上班

族，有近八成表示自己经常“网上问诊”。

有过 10多次“网上问诊”经历的重庆

渝中区某保险公司员工李桃说，“网上问

诊”主要是图方便，去一趟医院要向公司请

假不说，还要排队、挂号、做检查，耗时又麻

烦，“一些小病小痛上网一查就能解决，省

时省钱何乐而不为。”

搜狐网一项“你是电子病人吗”的网络

调查显示，在参与投票的1710人中，约60%

的人表示在身体不适时，第一反应是上网

查一查怎么回事。同时有52%的受访者喜

欢从网上获取健康知识。

近年来，“网上问诊”形式还不断翻

新。继“在线咨询”“博客问诊”之后，“微博

问诊”也逐渐火热起来。记者在新浪、腾讯

微博上搜索发现，仅重庆肿瘤医院、重庆新

桥医院等医院及医生的微博就达数百个。

便捷省钱：“网上问诊”渐受追捧

“网上问诊”在为人们带来方便的

同时，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

面，网上开出的药方千差万别，内容难

辨真伪。

另一方面，网络论坛上为数众多的“医

师”“老专家”，是否具备合法行医资质很难

判断。近日媒体曝光的养生畅销书作家马

悦凌，通过网络宣传养生理念，进行网络营

销和诊疗，自称能以泥鳅和当归疗法治愈

世界疑难症“渐冻人”，但卫生监督部门调

查发现，她连医师资格证都没有。

此外，“网上免费问诊”正逐渐成为一

些人推销医疗器械、药品、保健品甚至非法

药品的幌子，使不少患者深受其害。重庆

渝北区的张先生在网上反映，为给孩子治

鼻窦炎，咨询了一家网上医院，没想到“网

上医师”竟假冒部队医院医生开“处方”，并

寄来一个疗程免费药，试用后病情稍有缓

解，张先生立即花近千元邮购了两个疗程

的药，但后来越吃越不对劲，不得不到正规

医院医治。

真假难辨：“免费接诊”背后陷阱重重

重庆知名维权律师周立太说，“网上诊

断”这种边缘的诊断方式，目前还没有明确

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在网络这个虚拟世

界里，医生资质无法核实。如果出现问题，

患者将无法找到网上医生，责任很难追究，

相关部门也无法对具体的诊疗行为进行调

查取证。在相关法律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患者只能依据现有法规针对非法行医、无

医生资质、无医生证件的网站和个人，向卫

生行政监管部门投诉。网络发布不真实信

息，或虚构、捏造事实，发布虚假广告，则可

向工商部门投诉。

重庆市卫生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对于在本地网站上注册，不具备行

医资质的“网上医师”或者“网上诊所”，

卫生监督部门接到举报后会立即清查，

但许多在外地注册的“网上问诊”行为，

调查取证十分困难，做到有效监管还有

一定的难度。因此，广大患者应尽量选

择正规医院及其网络接诊平台求医问

药。周立太则提醒，通过论坛、QQ、邮件

等方式进行“网上问诊”时，患者应有风

险意识，尽量把对话文本等内容保存下

来，以备将来维权之需。

存在风险：监管有漏洞维权较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