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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社会万象

9月9日，百度在官方微博就央视
报道“上海复大医院”推广一事做出说
明。百度称，经过排查，出现此次误导
问题的原因在于，上海复大医院的医院
名称与上海复旦大学相关附属医院的简
称存在一定的语义相似性，误导了网民
的就医选择。对此，百度深表歉意。

百度在声明中提到，已经对上海复
旦大学相关附属医院进行了搜索结果保
护，如用户在搜索“上海红房子医
院”、“复旦附属”时，将优先显示相关
医院官网，百度再度扩展了品牌保护关
键词库，并将与工商等主管部门协同后

续处理策略。
声明称，在全国各地医院和机构

的正式名称之外，网民也会多使用
“简称”、“俗称”和“别称”进行检
索，虽然百度已经将其中大部分高频
检索词设定为保护词，但仍然存在没
有被收录的例子。百度希望社会共同
参与，把大家习惯使用的公立医院简
称、俗称和别称反馈给百度，帮助百
度不断完善。在声明的最后，百度称
已推出独立APP“简单搜索”，并承诺
搜索结果中没有任何广告，欢迎用户
下载使用并监督反馈。

百度就误导致歉
称已对复旦附属医院进行搜索保护

两年前上海复大医院因为商标侵
权，被广东知名肿瘤医院广州复大医
院起诉过，今年 5 月份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定广州复大
医院胜诉。

晚综

因商标侵权
上海复大曾被广东
知名肿瘤医院起诉

近日，有不少在上海求医的患者向媒体反映，自己通过百度搜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
院”，去了在搜索结果中排名前列的“复大医院”进行就诊，花了大价钱看病后，病却没见
好，再去三甲医院复诊后，得到的诊断结果与“复大医院”大相径庭。

这让不少患者很是疑惑，网上搜来的这家“复大医院”到底是个怎样的医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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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这两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食堂
火了，火得不仅仅是美味菜品，还有后勤
人员跟学生们开的一个玩笑——他们把食
堂WiFi密码做成了高数题和音乐题。

想蹭网？得看你有没有本事解题！
不少南航的同学大呼：“太难了吧！不过
是蹭个网而已，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
了？”南航食堂官方微博则回应：“因为，
如果你既没有才华，看不懂音符，又不是
学霸，解不开高数题，那还蹭什么
WiFi！图书馆在对面！上自习去吧！”

南航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纪昀告诉
记者，这是和同学们开一个玩笑，没想
到这几天在网络上火了。“这道高数
题，是我们请了一个本校的研究生出
的，题目不是很难，很多考研的同学跟
我们反映，这道题没有考研题难。”

关于这道高数题，已经有网友给出
了答案。原来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常
数——圆周率π。密码取前 8 位，即
31415926。 据《人民日报》

高校食堂的WiFi密码
竟然是一道高数题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本月
24 日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天
文专家表示，在经过连续两年“十五月
亮十七圆”后，今年中秋月将迎来“十
五月亮十六圆”。

为何满月在农历里的日期不固定
呢？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
事赵之珩介绍说，月亮圆缺变化一周为
一个“朔望月”，周期是29.5天，这个
月中月亮最圆的那天称“望日”。

只有当月亮与太阳的经度相差180
度，从地球上看，月亮与太阳处在正好
相对位置的时刻，才能看到圆月。但
是，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
圆，最近时有36万千米，最远时有40
万千米，由于万有引力的关系，近时走
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些。由于月亮
转动的“步伐”有快有慢，因此每个月

“望”的时间也有差异，农历十四、十
五、十六和十七都有可能，其中，以十
五、十六这两种情况居多。

月亮是不是最圆，这对公众赏月并
没有丝毫影响。赵之珩表示，农历十五
晚上公众可一赏皎洁圆月。当然，农历
十六和十七晚上赏月也非常不错。

记者了解到，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三年的中秋月都圆在农历
八月十六。到了 2021 年，才能赶上

“十五月亮十五圆”。 据新华社

今年中秋月
将迎来十五月亮十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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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复旦附属医院
却引来“复大医院”

今年6月，浙江宁波的周女士想去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看鼻
炎，于是她在百度上搜索医院的相关信
息。

周女士说，她搜了“上海复旦大学
耳鼻喉”，还有“上海复旦大学附属”，
几个关键字都搜了，第一条都是“复大
医院”。

她在网上填了相关信息后，立马就
有工作人员跟周女士取得了联系。

周女士说，工作人员一直在暗示
她，他们是专门看耳鼻喉科的一个分
院。看鼻子的话，复旦大学附属分院就
在场中路看的。她相信了，到了目的地
场中路，就看到上海复大医院，她就想
分部的话，是不是简写了，是不是复旦
大学这几个字就变成复大了。

根据周女士的回忆，医生检查后告
诉她，她患有鼻甲肥厚，需要做个微创
手术。这次去医院手术费加治疗费、医
药费等各种费用，一共花费了上万元。
直到姐姐陪着她去复查时，两人对复大
医院才起了疑心。

周女士说，复诊的时候，医生的收
费很奇怪，他是按一次或者十分钟这种
治疗来收费的，十分钟100元。他配的
洗鼻子的药上网一查，网上公布的价格
就100多元，但他收了我200多元，一
倍的价。她的姐姐看到网上有评价说这
都是乱收费，过度医疗，并且都说复大
医院不是正宗的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
院。

这时候，周女士才意识到自己找错
了医院。通过跟朋友打听，她找到了复
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周女士说，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专
家看了CT后说是鼻窦炎，跟这个手术
没有关系。他说，做不做手术，鼻窦炎
都不会好的。因为没有长鼻息肉，只要
吃药、喷药水就可以了。包括专家挂号
费和药费，周女士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医院总共花了 200 多块钱。事后，

周女士认为自己如果再谨慎点，说不定
能避免这样的失误，同时她认为百度对
她也是有误导的。

搜索多个关键词
“复大医院”排列靠前

为什么在百度上搜索复旦大学附属
医院搜到的都是“复大医院”？“复大医
院”在百度搜索上是怎样一种存在呢？

记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
字：“上海红房子”，跳出的第一个结果
就是复大医院。网页标题是：“上海复
旦附属红房子妇科医生预约挂号平
台”，而实际上，复大只是一家民营医
疗机构，与复旦附属红房子医院没有合
作关系。（上海西门妇孺医院是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前身，因建院时屋
顶是红色的，老百姓把这所医院称为

“红房子医院”。）
换一下关键词，搜索“五官科”，

或者“五官科医院”，复大的广告依然
名列前茅，网页标题为“上海耳鼻喉五
官科医院”。名副其实的复旦附属五官
科医院倒是排在了第五位。

再搜索正宗五官科医院的地址“汾
阳路83号”，或者搜索“中耳炎”“面
瘫”等病症名称，排名第一的搜索结果
依旧是“复大医院”。

从其百度账号公开资料可以发现：

复大医院共计注册有 91 个不同的网站
主域，用于对应不同的关键字搜索。

上海市工商局
对复大医院立案调查

上海市工商局广告处副处长李华
说，这种以本地知名医院名称作为关键
字发布付费搜索广告，并且在广告内容
中大量出现与知名医院相关联的要素，
引起消费者误解。

9月4日下午，虹口区卫监部门也
对复大医院进行了检查，他们表示，今
年已收到多起针对该院的投诉，涉及过
度诊疗、药价过高和违反诊疗常规等。

目前，该院已被处以医疗机构不良
执业行为记分8分的处罚。根据规定，
民营医院在一年的校验期内记满 12 分
的将暂缓校验；在暂缓校验期内记分满
6分，则将被吊销执业许可。

8日晚上，上海市工商局表示，复
大医院利用百度推广，将本地知名医院
的关键词作为搜索关键词，以提升自己
医院的搜索排名。其行为涉嫌虚假宣
传，上海市工商局检查总队已立案调
查，并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对其处罚。

此外，工商部门已要求复大医院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

据央视

搜索名牌医院遭遇“冒牌货”

200元能治好的病花了上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