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纵横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7编辑/李海燕 版式/肖丽娟
总校/魏谦 审稿/谢恩桂

不花钱、不抽血，只要握住一个金属
棒或将两个夹子夹在手腕上，几十秒就能
检测出二三十个大项、总计300多个小项
的健康指标。

时下，一种号称“全科检测”的健康智
能检测设备，在各地药店免费给消费者检
测健康指标。“新华视点”记者在国大药
房、百姓药房、北京同仁堂等多个药店进
行一个多月的暗访，揭示出所谓“全科检
测”的虚假神话和利益链条。

●名为免费检测实为推销
保健药

“三八”妇女节当天，在山西省太原市
解放路一家国大药房门前，多位身着白大
褂的工作人员招呼来往的市民，声称店内
搞活动，可以免费检测身体微量元素。

记者看到，两台写有“全科智能检测
仪升级版”的仪器摆放在店内的显眼位
置。“从小孩到老人，都能测，马上出结
果。”检测人员说。

输入“性别”“年龄”“体型”等信息后，
检测人员让记者手握一根金属棒，检测仪
屏幕上出现跳动的波状图。“这是心电图，
就是人体的电磁波。”检测人员解释。

很快，20 多项检测结果出现在屏幕
上。检测人员点开“维生素”一栏，称记者
的维生素 D3 指标偏低。“北方人大都缺
D3，你这个缺得更明显，缺什么补什么就对
了。”说着，把记者带到保健品区，拿出几盒
胶囊塞到记者手里，介绍起服用方法。

看到记者有些犹豫，这位工作人员补
充道：“你要不相信可以去医院花大价钱
抽个血，测完回来再买，不过到时候可能
就没有优惠活动了。”

记者看到，在短短10多分钟时间里，
陆续有5名顾客接受了检测。一位60岁
左右的阿姨询问检测人员，“能测啥呀？”
检测人员回答说：“都能测，你关心啥我给
你看啥。”随后测出多个“问题”，并将这位
顾客带到保健品区推荐产品。

在太原市学府街一家百姓药房内，工
作人员用同样型号检测仪给记者进行检
测，结果显示缺乏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并不像先前药店所显示的缺维生素D3。
该工作人员也“顺理成章”地将一款复合
维生素保健品推荐给记者购买。

而在北京同仁堂太原开元店内，一位
自称是店长的工作人员在给记者做完检
测后，说结果显示不缺维生素，但是肾脏
不好、需要补气固本，随后从库房里拿出
一款数百元的人参口服液。

记者调查发现，所谓免费检测，实际
上是借机兜售各种保健药品。值得注意

的是，这种全科健康检测仪器往往只在一
家药店“停留”一到两天，然后就会“转移”
到其他药店。其行踪十分隐蔽，主要“目
标”是中老年人。

这些检测仪是哪里来的？一些检测
人员称，这款仪器采用的是国外量子技
术，厂家直接提供服务，市面上买不到。
而位于山西太原的一家国大药房分店工
作人员表示，这款检测仪是厂家直接带来
的，主要是辅助销售保健药品，都是国大
药房的总部通知安排的，厂家的名称、联
系方式、何时到何店他们并不清楚。

●检测仪只认数字不认人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全科健康检测仪器

主要在网购平台上销售，名称从全科智能检
测仪到量子弱磁场共振分析仪、亚健康监测
评估系统，不一而足，但实质上是同一类东
西，价格从两百多元到五六百元不等。

一家名为“高端检测仪工厂店”的店
铺显示，与药店使用的同款全科智能检测
仪销量已超 1700 件，且买家昵称大多带
有“药房”“养生堂”“健康导师”等字样。

记者从该店铺购买了这款检测仪，找
到太原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从
事光电子技术应用研究的吕玉祥教授进
行检测分析。

结果发现，这种仪器必须先输入性
别、年龄、婚否、体型等信息才能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不但同一
个人相同条件下连续检测结果都不相同，
感应器甚至无法区分检测对象是人还是
物。

操作人员将感应金属棒插进火龙果，

也出现了所谓的“心电图”，检测出了各种
人体指标；将检测线与潮湿的石头接触，
竟然查出了显示肾功能不健全的指标，甚
至插进一杯水中或者用湿巾包住也能得
出人体检测指标。只要被检测物体有导
电性能并与感应器形成电回路就能检测，
显示器上的“心电图”也都是一样的。

吕玉祥表示，所有数据实际上都是储
存在芯片中，有一个事先编好的程序，只
要感应器感应到任何有湿度的导电物体，
就会随机生成各种检测数字。

吕玉祥和他的学生对全科智能检测
仪进行了拆解，发现其主要由感应器、主
板、显示屏三部分组成，构造十分简单，而
且非常廉价。

“主控芯片是目前最简单的单芯片，网
上零售价只有10元钱，时钟芯片只有4.5
元，电路板大小约100平方厘米，每平方厘
米价格为0.1元左右，电容更便宜。”吕玉祥
说，整个机器的成本很难超过100元，这么
简单廉价，竟然声称能检测这么多项目的
人体指标，显然是不符合科学的。

●整治亟待重拳出击
在该仪器的外壳上，只有一行“美国

健康管理量子医学研究院荣誉出品”的字
样，没有标明产品注册、厂家资料等有效
信息。说明书里也无任何厂家地址和联
系方式。

记者以想做线下推广为由联系到了
厂家人员，对方表示这是一款营销型的医
疗产品，没有相关证件和名字，目的是规
避风险。

至于准确性，对方表示要学会“见人

下菜”，遇到“普通人”就说70%的准确性，
对于“较真的人”就不要去推荐了，很多有
经验的客户用它挣十几万元都没问题。
再三询问厂家地址后，对方透露说在广东
省东莞市。

记者在与网店客服沟通时提出仪器
检测不准的疑惑，对方表示，“检测很准就
不是这个价了，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有
这样的疑虑是“因为没入行”，“没有这样
的仪器，你的产品很难卖的”，并建议记者

“找个有仪器的，过去套套别人的话术”就
上道了。

长期从事医疗器材经营的张经理说，
他也经常见到这类检测仪器，但正规代理
商是不敢代理的，因为是“三无”产品，都
打着各种噱头骗人。

“厂家往往直接放在药店里，就是帮
助推销保健药品，然后赚取利益。”他说。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老年人都有上当
受骗的经历。

65 岁的太原市民李夏娥说，小区周
围的药店经常有免费检测的活动，查出来
缺各种微量元素，就推销保健品。“我们一
开始也不觉得自己缺这缺那，但是看到有
仪器，就慢慢相信了。”

不少市民表示，每个人检测完都能查
出“毛病”，因为年龄大了难免腰酸腿疼，
加上检测人员一番“洗脑式”的推荐，说

“即使没啥问题，吃点保健品也没坏处”，
各种钙片、维生素片就都买了。

太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王海涛说，人体的很多指标要通过抽血化
验、超声、X射线、核磁等进行针对性分析
检测，通过简单的接触式感应器，一般只
能测量温度、心跳等物理指标，像血液里
的微量元素等化学成分是无法检测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以这些所谓的“检
测结果”为依据服用各种保健药品，可能
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这些检测结果是不
准确的，吃过量保健品有造成中毒的可
能。”王海涛说，购买保健品、药品，还是要
参考医院的正规检查结果。

事实上，三年前，河南警方就缴获过
同款“全科智能检测仪”，但是并没有引发
全国范围的集中整治，以致目前仍有人利
用这类检测仪行骗。

受访各方人士呼吁，目前各种名目繁
杂、五花八门的骗人仪器在街头、药店、养
生馆、互联网平台广泛存在，相关部门应
尽快重拳整治，并且要追根溯源严惩造假
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在很多药店都被忽悠过，前后花
了三五万元，不能让它再继续骗人了。”一
位太原退休市民说。

能给火龙果测“心跳”……

药店里的“全科检测仪”到底是个啥？
新华社记者 吕梦琦 王皓 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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