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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处方审核形同虚设
先药后方成潜规则

“秒开”处方、“先药后方”……近日，
记者登录多家电商平台，提交购药申请，
实测了线上买药的全过程。

记者发现购买处方药的流程异常简
便，消费者无须上传病历、处方等资料，在
线医生“对药下症”秒回复、缺乏实质性的
医疗评估。

记者在某平台下单处方药玛巴洛沙
韦后，平台提示“请选择线下已确诊疾
病”。记者仅在“疾病栏”选择了“流行性
感冒”，并确认“已确诊此疾病并使用过该
药，且无过敏史、无相关禁忌证和不良反
应”。很快，记者的购药订单通过了验证。

提交清单后，系统跳转至问诊板块。系
统显示一位“医生”已接诊，并发来一段固定
内容：“您好，我是医生××，已收到您的开
药诉求，正在为您诊断开方，预计1分钟内，
请不要离开。”“请问您是否还有其他信息需
要补充？如无，我将依据您的病历资料开具
处方。”“是否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在使用该
药品过程中是否有过敏和不良反应？”

记者全程无任何回复，医生瞬间将处
方开出，并发来用药建议，该问诊对话随
即结束。从问诊到开方，仅仅10秒。

在另一个外卖平台上，购药则更加“便
捷”。记者在好药师大药房下单奥司他韦等
处方药过程中，“在线开方医生”在未向记者
确认是否已在线下医院首诊，以及未询问疾
病史的情况下，就已经跳转到付款页面。

完成付款不到半分钟，就显示有骑手
接单。记者发现，电子处方已自动生成，
病症描述为“咽炎”“流行性感冒”，从而使
得症方匹配；病历信息一栏，则自动显示
无过敏、无家族病史、肾功能正常等信息。

夜间开方也无限制。记者分别在凌
晨1点、4点线上下单，此时开方速度与白
天无异，互联网医院医生“秒接单”，处方
也是“秒开”。

一位医生表示，为了确保患者用药安
全，现行《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
审核规范》均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
中为患者开具药方后，药师要进行审核。

“现实中，一些平台选择‘AI开处方，客户
直接取药’的模式，跳过传统的处方开具、
审核环节，把开方直接变成了‘卖药’。这
类行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理规定，也给
患者用药安全埋下了隐患。”邓勇说。

违规展示处方药信息
换包装销售非法药品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在线诊疗平台的

处方药销售页面存在违规展示的问题。
根据国家药监局规定，药品网络销售

平台/网站（含应用程序）首页、医药健康
行业板块首页、平台商家店铺主页，不得
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等信息。通过处方
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
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
量等信息。

然而，记者实测发现，在多家直播电
商平台搜索“司美格鲁肽”等处方药时，其
包装、标签等信息仍被直接展示在销售页
面，且未与非处方药区分标注。点击页
面，可通过包装图片看到适应症、用法用
量等信息。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上的
商家还存在处方药超适应症使用宣传，多
家药房通过篡改药品包装、名称等方式违
规销售未获批药品的情况。

例如，复方利多卡因乳膏作为局部麻
醉药物，其获批适应症主要用于皮肤表面
麻醉（如浅层外科手术、针穿刺等），但近
年来在电商平台上被商家大量宣传为“降
低敏感、房事延时”的男科用药。

根据《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说明书
等信息，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
务。但复方利多卡因乳膏、盐酸利多卡
因凝胶在电商平台一些商家的销售页面
被包装为“房事延时”产品，直接标注“男
科疗效”等超适应症宣传，并公开说明用
法。

本维莫德乳膏是国家医保乙类药
品，用于治疗轻至中度稳定性寻常型银
屑病。然而，多家直播电商平台所销售
的“本唯抑菌乳膏”包装和“本维莫德乳
膏”高度相似。商家将原药品包装上的
商标替换成“某某堂”，并标注“新批次、
新日期、新包装”，宣称产品从“本维莫德
乳膏”升级为“本唯抑菌乳膏”，同时说明
书内容将正品主要化学成分改为中药成
分，并突出“治疗银屑牛皮癣”等疗效表
述。

记者查询国家药监局官网，并未找到
本唯抑菌乳膏获批上市的相关信息。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
“本唯抑菌乳膏”的名称、包装与“本维莫
德乳膏”高度相似，存在混淆消费者视听、
虚假宣传疗效的嫌疑。“根据规定，药品名
称的变更和标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
序，任何未经授权的更改都是不被允许
的。”

付建表示，第三方平台若未对入驻药
房的药品销售行为尽到严格的审核、监测
和管理义务，放任违规药品在平台上销
售，需承担连带责任。

据中国新闻网

AI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不少互联网大厂推出了基

于大模型的AI辅助报考服务，AI不
仅能够迅速提供高考政策解读、高校
招生计划和历年录取分数、同水平考
生历年报考情况等海量信息，节省时
间和精力；还可以基于考生的选科、分
数、名次、院校、兴趣、家长期待、专业
或地域优先等条件，运用复杂算法推
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利用历史数据
和概率模型，对不同院校和专业的录
取概率进行预测，帮助考生规划“冲
刺、稳妥、保底”等不同类别的志愿策
略。

尽管AI辅助高考志愿填报展现
出诸多强大的优势，但我们真的放心
将关乎未来的重要决策交给AI吗？
AI那冰冷的数据逻辑真的能读懂考
生内心真正的梦想和追求吗？AI辅
助高考志愿填报到底是“神助攻”还是

“大忽悠”？在AI时代，考生和家长也
不能当“甩手掌柜”，而要认识到AI并
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它存在一些局限
性需要审慎对待。

首先，AI的可靠性依赖于数据的
准确性、时效性和完整性。有考生发
现，使用不同的AI工具，“一键填报功
能”推荐的志愿不同，算出的录取概率
也差异较大，有的甚至相差 50%以
上。这可能与数据更新不及时有关，
也可能源于不同的AI 算法存在偏
差。往年还有用户投诉称，依据AI所
推荐的方案填报志愿，最终未被任何
一所高校录取。

其次，AI无法真正理解考生的个
性化需求。高考志愿填报除了需要考
虑高考分数和院校专业等信息，考生个
人的性格、兴趣、职业倾向等情况也会影
响志愿决策，但缺乏人味的AI面对这些
复杂且充满情感色彩与具有个人特质的
要求会力不从心。如果考生与真人讨论
志愿填报的困惑，真人会找考生确认更
多详细的信息，但AI很可能会根据模糊
的信息直接输出不可靠的结果。

再次，AI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考
生在使用AI辅助报考服务时，通常需
要提供个人基本信息、成绩、地域等敏
感数据。若AI平台的安全防护措施
不够完善，这些信息可能会泄露。

最后，部分AI辅助报考平台需要
付费使用，但收费不一定规范。AI的
免费功能可能较为有限，当考生想获
取更详细、更有价值的报考建议时，可
能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但所获得的
服务质量和效果无法得到保证。

AI填报志愿要注意三点
在高考志愿填报这一重要的人生

抉择环节，考生及家长究竟该如何正

确地利用AI这一工具，才能最大程度
地发挥其优势，规避其劣势，让AI真
正成为考生通往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助
力呢？以下三点建议或许有助于考生
更好地使用AI。

第一，考生和家长要明确对AI的
定位。一方面要把握一个使用AI的
重要前提：AI只是可供参考的工具，
并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另一方面，把
AI视为填报志愿的起点，而不是终
点。也就是要利用好AI的高效信息
整合能力，借助AI了解潜在的志愿选
项，而非作为最终的决策结果。

第二，做好对比、核实与筛选。最
好选择几款口碑好、评价高的AI平
台，并且尽可能同时使用不同的平台，
对推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交叉验
证。使用AI时要准确输入指令，并通
过查阅院校官网、教育部的“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等权威信息，结合对老师和
同学的咨询、对院校的实地考察等多
个维度，掌握全面、真实、具体的信息，
再从中筛选出符合自身兴趣和能力、
职业规划、学科优势等方面的志愿选
项。比如某考生看到AI搜索的某大
学住宿环境并不符合自己的期待，通
过询问学长才发现那是较为陈旧的信
息，该大学已经新建、修缮了宿舍。

第三，借助AI生成的结果进行自
我认知和生涯规划。AI除了可以帮
助考生整理政策、大学、专业等外部信
息，还可以推荐科学的测评工具帮助
考生深入挖掘自身的性格、兴趣、能力
和价值观等自身特点。将内外信息相
结合，考生才能作出适合自己的决
策。比如一个热爱文学的物理、化学、
生物组合的考生，父母希望她将来选
择像老师这样稳定的职业，而她向往
医生这一职业，但父母担心学医太
苦。通过AI推荐的霍兰德职业兴趣
测评和心理韧性量表，更倾向于研究
型且具有较高心理韧性的她，想起自
己过去做生物实验遇到挑战时的坚持
与获得预期结果后的喜悦，又深入了
解了AI推荐的医药类专业，她发现医
药研发这一方向的职业发展既能满足
父母的愿望，又符合自身的兴趣。因
此，考生可以利用AI设定好大学和专
业的短期学习目标，以及毕业后进入
相关领域工作的长期职业目标，进而
让高考志愿的填报过程更加契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与发展期望。

考生和家长若想将AI变为助力
而非阻力，需秉持理性、审慎、积极的
态度运用AI来辅助高考志愿填报的
过程，让AI真正成为考生们实现梦想
的得力助手，切实享受这一科技时代
的教育福利；在人机协作模式下，精准
定位，科学抉择，从而踏入理想学府。

据中国青年报

10秒开处方、偷换包装
处方药线上销售乱象多

用AI来填报高考志愿
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一位考生家长（右一）在高招填报志愿咨询会上咨询

高考的号角余音犹在，志愿填报的帷幕早已拉开。虽然深知“考
得好不如报得好”，但是面对大学和专业的海量信息，考生和家长们
很容易被困入“信息茧房”而无从下手，于是一些人开始求助AI高考
志愿填报助手。

记者实测在某平台购药，10S后
医生开出处方。

伴随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线上购药因便捷高效已成为不少患者的
新选择。然而，部分电商平台处方药销售乱象频发，严重威胁消费者用药
安全。

记者调查发现，在多家电商平台网售处方药过程中，患者无须上传病
历、处方等资料，“医生”在缺乏实质性医疗评估的情况下“秒开”处方，甚
至存在“先药后方”现象。此外，部分在线诊疗平台的处方药销售页面还
存在违规展示、超适应症宣传和销售未获批药品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