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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眠用药应科学

现实中，不少长期被失眠困扰
的人，常常依赖药物入睡。以褪黑
素等产品为代表的助眠产业，已形
成千亿级市场规模。

如何看待助眠药物的作用？
怎么才能真正睡得好？

为睡个好觉
很多人使用助眠产品

自上大学以来，家在吉林长春
的“90后”周明一直是个睡眠“特
困户”。每天晚上12点，她都要准
时吃一粒褪黑素，戴上眼罩和耳
塞。靠这样的睡眠标配“三件套”
入睡已经10年，基本成了流水线
操作。即便如此，“有时还是难以
入眠。晚上睡着后只要稍有动静，
很容易被惊醒。”

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日前
发布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
显示，2022年，受访者的每晚平均
睡 眠 时 长 为 7.40 小 时 ，其 中
47.55%的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
长不足8小时，不足7小时的约占
16.79%。

为了睡个好觉，很多人不得不
使用助眠产品。

记者在线上购物平台搜索“助
眠”，除了艾草贴、香薰等，褪黑素
能见度相对最高。褪黑素有国产、
进口等不同品牌，以及片剂、胶囊、
软糖等不同类型；每瓶价格从数十
元到上百元不等，一些商铺显示月
销量过万。

单纯用药物助眠不可取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
碍诊治中心主任医师苑成梅说，褪
黑素对倒时差确实有效果，可以帮
助跨时区旅行的人重置生物钟。
但她认为，发生睡眠障碍的原因有
很多，不良生活习惯、过度使用电
子产品、心理压力过大等都会造成
失眠。

苑成梅指出，对很多人来说，
失眠不仅仅是睡眠的问题，只是身
体问题的“爆雷点”，需要对患者进
行综合施治。单纯依赖“神药”而
不溯源病因，可能与“美梦”背道而
驰。

“褪黑素不是常规的治疗失眠
的药物，在昼夜节律紊乱、需要倒
时差，或者在内源性褪黑素不足的
情况下，可以服用，但通常不超过
13周。”苑成梅提醒，长期使用褪
黑素会限制内源性褪黑素的分泌，
从而产生依赖性，同时导致其他激
素紊乱，增加女性月经问题、多囊
卵巢等风险，对肝脏也有损伤，妊
娠期以及备孕的女性不应使用。

“如果没有明显的褪黑素缺
乏，不建议长期补充外源性的褪黑
素。”叶尘宇说，特别是患有慢性基
础疾病的人，遇到睡眠问题需要合
并用药时，不建议自行补充。在服
用褪黑素、GABA等保健品前，最
好询问医生后使用，避免增加不必
要的风险。 据新华社

记者调查发现，婚恋交友类
App 之所以频繁引出诈骗案
件，与这类App中账号注册审
核不严有较大关系。用户花费
不菲，本以为能遇到合适的人，
但很多看上去优质的对象并非
真实用户。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婚恋
App中不少条件优异的用户，其
实是虚假账号。这些虚假账号，
是由“中介”通过支付报酬拉拢
人注册的账号。虽然有的App
似乎审核较严，需要注册者上传
照片、视频等信息，但事实上，账
号注册后使用者并非注册者本
人，而是由客服统一运营管理。

一位业内人士把记者拉入
一个名为“婚恋集结”的QQ群。
记者看到，群里已有 1700 多
人。时不时有“中介”发布账号
注册任务，完成一单给予20元
到80元不等的“佣金”。不少群
成员会接单。“中介”还会要求在
注册账号时，将个人资料按照他
发布的内容填写，例如将信息设
置为：“年龄35岁，学历本科，职

业计算机，月收入1万至2万元，
身高1米60”。有“中介”说，一
些婚恋App为付费VIP用户提
供智能匹配功能，这些信息精确
的账号正是为了满足这部分需
求，但内容大都是假的。

记者找到一名“中介”，询问
如何使用这些账号。对方表示，
运营人员会先对账号进行包装，
在平日里对聊天对象嘘寒问暖，
取得信任，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将
这些账号打包卖出。这名“中
介”坦承，这些虚假账号很容易
被不法分子用来从事违法犯罪
活动，例如，在聊天时怂恿对方
购买虚假股票等金融产品。

“不法分子会利用用户求偶
心切的心理，先编造优质的个人
条件，再慢慢用话术让受害者

‘上钩’。最后，被害人往往会遭
受情感创伤与财产损失双重打
击。”一名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近
年来，“杀猪盘”频繁出现在婚恋
App上，这类婚恋诈骗案件多有
团伙性作案、涉案数额大等特
点。

相亲
还是诈骗？

——部分网络婚恋交友平台

陷阱重重

当前，互联网婚
恋交友平台因能够提供
快捷、便利相亲服务，市场
规模越来越大。在手机应
用商店，婚恋交友类 App
数量极多，不少下载量在
千万以上。“新华视点”记
者调查发现，这类 App 鱼
龙混杂，有的存在大量虚
假账号，一些不法分子藏
身其中，以相亲为名实施
诈骗，给用户带来精神和
经济损失。

近日，山东烟台莱山公安破获
一起以网络交友为名实施诈骗的案
件。经公安部门调查，犯罪嫌疑人
将自己包装为有多处房产、有豪车，
并和朋友共同承包酒店的“优质
男”。与受害者接触一段时间后，他
以“承包酒店需要周转一下资金”为
由，诈骗十余万元。

记者了解到，一些互联网婚恋
交友平台套路多多，“婚托”“酒托”

“饭托”层出不穷，甚至成为诈骗分
子的“栖息地”。

青岛市民俞凡近期下载了一个
主打同城交友的婚恋交友App。“在
平台认识了几名女性。她们有的主
动提出想深入了解，有的甚至很快
就要见面。让人怀疑的是，这些人
的聊天方式都很一致，并且时不时
提到投资赚到了钱，建议我也参
与。”俞凡说。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近期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3年2月，共办理婚恋诈骗案件
35件，占同期受理诈骗案件总数的
8.05%。通过分析发现，此类犯罪分
子的作案手法都高度雷同。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互联
网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也均看到，关
于婚恋App用户遭遇诈骗的案例和
相关投诉，仅今年就有几十起。有
受害者在某婚恋App上花费高价购
买了VIP服务，以为后续的相亲能
更放心，在此后与平台上的异性接
触过程中放松了警惕，被不法分子
骗取钱财，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网络交友遭遇雷同套路
有的被骗高达数十万元

法律专家认为，互联网婚恋
市场是技术革新下的产物，要通
过法制规范维护其健康发展。
根据我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如果网络平台对注册账号审
核不严，未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
份信息，或者对不提供真实身份
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一旦
账号被不法分子所用，相关平台
需承担相应责任。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恩民表示，虽然诈骗犯罪与交
友平台的匹配服务没有直接、必
然联系，但婚恋App如果在审核
管理上存在漏洞，应当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对于屡次出现不
法分子使用虚假账号进行诈骗
的平台，监管部门要加强有针对
性的关注并加大惩处力度。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研究员赵占领等专家认
为，网络婚恋平台出现的诈骗案
有一定隐蔽性，有的犯罪团伙甚

至身处境外。监管涉及网信、市
场监管、民政、公安等多个部门，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形成监管协
同机制，保护消费者权益。

公安部门办案民警提示消
费者，在进行网络交友时一定要
擦亮眼睛，在未了解对方真实身
份、意图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有
经济往来。一旦对方提出借钱、
转账、投资等要求，务必要三思
而后行，以免给不法分子提供可
乘之机。 据新华社

加大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引导平台强化规范

大量虚假账户能“轻松”注册
不法分子招募“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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