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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旭

“这几天经常头疼，通过 APP （手机
软件） 看病，医生说是鼻窦炎引起的，结
果发现不靠谱。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鼻子
根本没问题，病因是偏头痛。”3月 4日，
网友“青青子衿”在朋友圈发消息说。

网上看病被误诊

3 月 5 日，记者见到了网友“青青子
衿”。26岁的她告诉记者，她是位上班族，
平时身体很健康，前段时间因为熬了几天
夜，开始头疼。“最疼的那会儿感觉天旋地
转，连鼻子都在疼，持续一两个小时才消
退。”她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去医院，
就通过手机上的医疗APP寻求医生的帮助。

网友“青青子衿”在APP 上花费30元
找到了一位主治医师。双方通过网络进行
了一些交流，医生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可能
由鼻窦炎引发的头痛。“我感觉这个诊断结
果不靠谱，就趁着周末到医院耳鼻喉科挂
了号，做了检查。结果显示我的鼻子没什
么问题，又把我转到神经科。在神经科找
到了病因，原来这是偏头痛，属于常见
病，只能吃药治疗。”她说。

医疗APP如雨后春笋

网上看病能省去往返医院和挂号排队
的麻烦，因此受到许多患者的青睐，不少
市民在手机上安装了医疗服务APP。

为了解这些APP，记者在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医疗”，显示出近百个此类应用。记
者尝试安装了一个下载量1000多万的应用
软件，发现不但病种分类齐全，连医生的
基本信息都能看到，不过许多服务需要收
费。从网友评论来看，多数人都对医生的
诊断准确度比较满意，但在收费标准和医
生回复速度上存在差评。

网上就诊需谨慎

网上看病给市民带来了方便，但医患
之间不经过面对面的交流，得出的诊断结
果也并不能使人完全放心。

对此，市二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建
议：“远程医疗在方便患者、提高医疗资
源利用效率方面确实好处多多，但是当
前在法律保障、医生资质保障、诊断准
确率保障等方面还不是特别完善。患者
可以利用这种网络医疗服务获取健康知
识 ， 应 对 常 见 病 症 ， 但 如 果 是 一 些 急
症、重症，还是首先要去医院就诊，不
可过于依赖网络。”

□本报记者 王 辉

“我刚才报警了，刑警队一会
儿就过来，银行取钱的地方就有监
控”“人家用药迷住她，给人家 6
万元”……近日，我市微信群里流
传的一段视频中出现的对话，让不
少网友看后心惊。昨日，记者从舞
阳县公安局获悉，2 月 27 日下午，
有嫌疑人以兑换外币为诱饵，骗走
一老人6万元钱，至于老人是被人
下“迷药”骗走钱一说，暂未有证
据证实。

老人被骗了6万元

昨日，记者在微信朋友圈里找
到了这段视频，视频长约 1 分 20
秒。打开视频，一位穿紫色衣服的
老人瘫坐在地上大哭，旁边有人扶
着她的胳膊劝慰。围观者你一言我
一语，有人替老人打抱不平，有人

帮忙报警，还有人好言抚慰。
这段视频被发送至微信朋友圈

后，迅速传开。一些网友在微信传
播时说，这位舞阳老太太是被人用

“迷药”骗走了6万元钱。

“迷药”说法没有证据

由于这段视频只反映了整个事
件的一部分，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昨日上午，记者从公安机关获
悉，2月27日下午2点多，在舞阳
县舞泉镇西街舞阳县物价局门口，
董某（视频中的老人）被人以换钱
币为由骗了6万元钱。

舞阳县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
说，董某平时有空会骑三轮拉客，
2月27日下午2点多，她拉了一名
男子，后来被这名男子以作废的外
币换钱为诱饵，骗走了她 6 万元
钱。网上流传的老人是被下了“迷
药”才上当的这种说法，也是老人
自述，暂未有证据证明。目前，舞
阳县公安局正在全力调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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