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酸碱体质理论”已破产，我国“酸碱论”谣言仍流行
“酸生女碱生儿”谬论坑人不浅 ，相关产品仍在电商平台忽悠

13
新华每日电讯/2018 . 11 . 23/星期五

本刊主编：易艳刚

值班责编：刘晶瑶、雷琨

实习生：张湲

版

第 48 期

致敬

扶贫干部的生命丰碑

14

本报记者张典标

看到“酸碱体质理论”被戳穿的消息在朋友圈
刷屏，浙江海宁第二医院的朱思梦终于松了口气。

这条消息说的是，美国圣地亚哥法庭不久前
做出判决，“酸碱体质理论”创始人罗伯特·杨被
罚赔偿一名癌症患者 1 . 05 亿美元(约 7 亿人民
币)。这位养生大师当庭认罪，表示自己的“酸碱体
质理论”纯属骗局。

朱思梦是中医妇科大夫，平时常有备孕的妇
女向她询问，是不是多喝碱性水、吃碱性保健品
更容易生儿子？从朱思梦这里得到否定答复后，
有些患者用自己从网上找到的“科学材料”反驳，
甚至当面质疑朱思梦的业务能力，说她“落伍了，
跟不上时代潮流”。

其实不仅是患者，偶尔还有其他科室的医生
向朱思梦打听这个事。事实上，在中国，“吃碱性
食物生男孩”的说法，比罗伯特·杨的酸碱体质理
论流传更广。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罗伯特·
杨宣称“酸性体质”容易导致癌症、肥胖等多种疾
病，而碱性体质则是健康的，通过食用碱性食物
就能预防和治疗疾病甚至治疗癌症。

每当遇到类似的询问，朱思梦都哭笑不得。
从自己这里得不到酸碱体质理论的答案，一些患
者可能再去问别的医生。她解释说：“要是白发苍
苍的老中医，患者可能会更相信一点。”朱思梦两
年前才从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算上实习经
历，满打满算只有不到 4 年的临床经验。

质疑“酸碱论”被长辈认为是顶撞

点击发送后，白晓青（化名）和母亲李秀娟（化
名）的微信对话框没有新消息弹出。住在美国纽波
特港的白晓青发出去的是一张辟谣“酸碱体质理论”
的新闻报道截图。以前，为避免发生冲突，白晓青和
母亲达成了默契，不会在微信里谈论养生话题。

11 天过去了，住在湖北黄冈的母亲并没有
任何回复。

“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说不定她现
在还相信呢。”长期在网上辟谣的白晓青自己也
不知道固执的母亲是否还相信“酸碱体质理论”
那一套。毕竟之前有一回，她刚给母亲辟谣“喝茶
致癌说”，可没过几天，母亲又开始劝她别喝茶。

李秀娟是 2016 年开始迷上“碱性食品更健
康”这一说法的。那时，63 岁的李秀娟退休 8 年
了，老伴在外地照顾孙子，她自己一个人在家。白
晓青在与母亲通电话时得知，自从跳广场舞的伙
伴介绍她去听养生课，母亲的心情好多了。

后来白晓青才知道，所谓养生课其实是一家
专卖饮水机的机构办的，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去
听课就能发一袋鸡蛋，谁要能成功地发展三个人
一起去听课，还能多拿一袋。

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这家专卖饮水机的机构，宣传碱性水的神奇

功效。他们卖的碱性饮水机，据说用了韩国科技，
一台就得卖 3000 多元。

李秀娟觉得太贵，没舍得买。让李秀娟感到
庆幸的是，这个养生课堂还推出了一项“人性化”
服务——— 听课回答问题有奖品，下课后可以提一
桶水回家。李秀娟便每天去听课，积极举手回答
问题，一天不落地去养生课堂上提水。

没多久，白晓青就发现母亲在自家喝水的茶壶
里特地搁了几块陶片。李秀娟告诉白晓青，那是课
堂上发的能量石，非常珍贵，能够把普通水变成健
康的碱性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钱也买不到。

白晓青在网上找过相关信息，这种 3000 多
元的饮水机，跟普通卖几百块钱的饮水机没有什
么不同。

白晓青把茶壶里的陶片掏出来仔细检查，没
有任何商标，就是普普通通的石子。她觉得这东
西天天放在水里，非但没有保健作用，可能还对
健康有害。几次努力劝说后，白晓青发现自己做
不动母亲的工作，只好把陶片捞出来砸碎了，丟
在垃圾桶里。但没过几天，白晓青发现母亲又偷
偷地把陶片拣了出来。

白晓青自认为在给母亲辟谣这件事上，已做
得足够温和体贴。为了不“驳”母亲的面子，为了

让母亲心情好一点，她还经常陪母亲聊天，即使
是在自己工作很忙的时候也不忘。

尽管如此，因为坚持不懈地辟谣，白晓青的
话最终还是被母亲认为是“顶撞”。最后，两人关
系也慢慢变冷。

就在白晓青的母亲依然相信“酸碱体质理
论”时，60 岁的北京大妈王慧莲，早就丢弃了自
己多年前花 3000 多元买的碱性饮水机。

因为她觉得那台机子用了太久，不太干净。现
在，她自家喝的水都是开车从北京的山里打来的
山泉水。“那是碱性的，更健康。”美国“酸碱理论”大
师被罚之后，王慧莲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慧莲很多年前从电视养生节目听来了这
个说法，后来她发现身边的伙伴也都这么说。她
压根儿没看过微信上的辟谣文章，她很肯定地
“指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当你身体是酸性的
时候，就容易得中风。酸性的身体就得吃点碱性
的东西，等于中和了一下，要是您本来就是酸性
的，您还老吃那酸性的，肯定不行。”

“我们都是头发白了半截的人了，一般人能
忽悠得了我们？”王慧莲说，除了在饮食上注意之
外，她最多花钱去超市买些碱性矿泉水、苏打水，
绝对不会去买那些保健品。

“但是之前那台 3000 多元的碱性饮水机还
是应该买的。”王慧莲强调，“有时候喝点碱性水，
有时候喝点酸性水，这样才能酸碱平衡。”

“不仅是碱性水，‘酸碱体质理论’在中国已经
被扩大化、泛化了，派生出了很多谣言。”北京协
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主任医师于康说，“需要
组织各领域的专家对这些误区和谣言作针对性
地集中解答，并编撰成册。”

坑人不浅的“酸碱体质备孕说”

后来，白晓青开始在网上专门辟谣。
让她和“酸碱体质理论”杠上的直接原因，是一

款名为“碱孕宝”的保健品，曾一度在淘宝首页打出
了“碱性生男孩、生了女儿怎么办？”的广告语。

那时白晓青刚怀孕，看到“碱孕宝”的广告后
很愤怒，但之后又觉得挺荒谬的。“这是赤裸裸的
对女性的歧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怎
么能确保生男孩呢？”白晓青说。

白晓青家里并不重男轻女。白晓青回忆说，
在读高中的那会儿，有个常去她家串门的阿姨，
为生儿子，无所不用其极，听信了“碱性体质容易
生儿子”的说法，“竟用上高锰酸钾溶液洗私处，
导致皮肤都烂了”。她不知道那其实是酸性的，后
来又去医院治，花了不少工夫。

“改变阴道酸碱度，会引起阴道菌群失调，乳
杆菌减少，容易得细菌性阴道病。”朱思梦医生说，
“我有个朋友，想生儿子，连续三个月每天用小苏
打水冲洗阴道，不仅没怀上，还差点得阴道炎。”

白晓青根据淘宝上的信息去国家食药监总
局查询，发现“碱孕宝”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
品，只是一种糖果制品。这位理工科博士根据自
己的知识积累综合相关信息，开始在网上写辟谣
文章。或许是巧合，没过多久，随着媒体报道越来
越多，“碱孕宝”最后下架。

“我觉得现在上网的年轻人，应该是不相信
‘酸碱体质理论’的居多。”白晓青说。

“碱孕宝”倒下了，但一些打着“酸碱体质理
论”幌子的备孕商品，依然还在电商平台上大行
其道。就在这个理论被辟谣之后的“双十一”电商
促销活动期间，这些商品的销量不减反增。

“那些报道说的是研究酸碱体质的那个人涉
嫌从事医疗活动，并不是推翻‘酸碱体质理论’，只
是一些媒体把事情放大了。”见到“酸碱体质理
论”被辟谣的报道，淘宝店主王静韵（化名）一边
这样向记者解释，另一边她自己也担心，“这些报
道对这些产品肯定有影响。”

王静韵店里卖的是一种叫“益生碱”的保健

品，这是一款打着“备孕要碱性体质，用‘益生碱’”
广告的女性备孕食品。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也在
“益生碱”产品介绍中看到，“亲，听到你家小王子
的呼唤了吗？13 年专注女性碱性体质备孕，科学
调理祝你梦想成真！”这样的广告语。

产品介绍书说这款产品的科学依据，是兰德
隆-谢特尔兹德著作《随心所孕——— 生男生女自己
定》中所提到的，Y 精子在碱性条件下活力增强，
更易于与卵细胞结合；相反，酸性环境下，X 精子
较为活跃。根据 Y 精子的特性，备孕人群如果积极
创造适合 Y 精子的存活环境，让 Y 精子抢先到达
输卵管与卵子结合，就可以提高生男孩概率。

记者查询电商平台发现，“益生碱”产品大多
由广州益生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而这款
“益生碱”产品目前全都由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

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说，“益生碱”每个月都有约 2 万盒的出货量，“酸碱
体质理论”被辟谣后，截至目前，公司并没有接到广
州益生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调整产量的通知。

广州益生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
也说，目前“酸碱体质理论”被辟谣并没有对产品
造成太大影响。

淘宝店家王静韵所担心的销量下降也没有
发生。恰好赶上“双十一”，“益生碱”这款产品的销
售量反而上升了，“原来每天差不多卖 20 件，而
截至 11 月 11 日中午，当月‘益生碱’的销售量已
达到 894 件。”

“过段时间这个事就没了，都是媒体机构为
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他们也是商业行为，仅此
而已。”广州益生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位负责
人说，如果销售代理遇到顾客对“酸碱体质理论”

的质疑，公司会为销售代理提供相关培训，帮助
代理商家打消顾客的疑虑。

“酸性体质是亚健康的起因之一”“酸性体质
是因为缺少碱性食品”“老年人需要多喝碱性
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淘宝、京东等电商
平台上搜索发现，除了碱性备孕保健品，“酸碱体
质理论”依然被广泛地应用在食品、饮料和水杯
等商品的广告营销上。

“很多患者都存在浮躁的心态，总希望有‘短
平快’的特效药、水或者什么茶之类的能彻底解决
健康问题，缺乏耐心和毅力。”于康说，“很多谣言
和相关的产品都是抓住了患者的这种心理谋利。”

虽然很多商品仍打着“酸碱体质理论”的幌
子在电商平台上大行其道，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教授、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孙颖提醒说，只有商家在广告中明确地指出了所
谓支持广告宣传的具体科学实验或成果、结论，
才属于广告法所规定的虚假广告的情形之一，即
“使用虚构、伪造或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
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
而对于那些只是贴着碱性水标签的矿泉水，只要
这些水确实是碱性的，就没有问题。

“消费者维权时需要证明经营者明知商品
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
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
情况”。孙颖补充道，即使是美国“酸碱体质理论
大师”当庭承认造假，也未必能理所当然地推知
国内所有的经营者都知道这个事，除非监管部
门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采取行政措施，否则还
需要个案判断。

对于电商平台的责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法
律系主任、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赵云说：“根据新
出台的《电商法》，如果商家是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虚假宣传，相关的平台和商家都需要承担法
律责任。平台的经营者，如果知道或应当知道这类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虚假宣传行为，但未采取
必要措施的，与平台内的商家承担连带责任。”

食品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虚假的
食品广告会导致消费者对自己的身体调节机制陷

入认知误区。赵云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
管，对食品广告提及的保健功能建立备案制度，
要求发布广告的商家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

辟谣的难度远大于传谣

“我也挺无语的！美国那边的创始人都承认
理论造假了！”见到媒体报道“酸碱体质理论”问
题，国内“信徒”还在坚称理论是正确的。食品与
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中国食品
辟谣联盟专家团成员阮光锋对此颇为感慨。

“食物的酸碱性不会影响人体环境的酸碱
性。人体有自己的调节系统，一般不会轻易受
影响。食物的酸碱性也与生男生女没有直接关
系，生男生女主要看两方的染色体结合。盲目
追求碱性食物，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反而不利
于孕妇及宝宝的健康。”类似的话，阮光锋在不
同场合说了很多次。

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辟过关于“酸碱体
质理论”的谣言。然而，结果却是一直在辟谣，
谣言仍反复出现。

在工作中，于康也经常能遇到这类的谣
言，每次他都尽量掰开了、揉碎了，一个一个问
题给患者辟谣。“尽管这样，这种影响还是小范
围的。”于康感慨，“自己现在在朋友圈依然能
看到一些酸碱相关的谣言。”

阮光锋感慨辟谣难，一方面是因为公众
的科学素养还比较低，没办法识别谣言，“很
多人在化学课堂上都学过酸碱性，就想当然
的觉得酸碱体质理论也有科学根据了”。另一
方面，很多人也抵触辟谣，“辟谣就相当于颠
覆了他的认识观，遇到强行辟谣的时候，当
然有抵触心理。”

“很多健康谣言在内容上都会突出很多
所谓的‘合理性’因素，比如医学类谣言经常假
借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杂志，食品类谣言
经常冒用农业农村部一些文件，而这些所谓
的文件和杂志往往是伪造的。”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说，很多人不
会去深究这些所谓的权威信息是否真实。在
对健康谣言的一次调查中，喻国明发现健康
谣言的易感人群以女性居多，其中 45 岁至
60 岁以上的占 3/4。

“在网络时代，很多中老年人在新生领域
逐渐失去威望，他们就急于在生活领域，依靠
他们过去的经验、常识，通过对一些健康信息
的转发来保持自己的威望。”喻国明说，这也就
不难理解出现媒体所报道的有年轻人把酸碱
体质理论辟谣的微信文章发到家族群里，结果
被踢出群的新闻了。

对于如何更有效地辟谣这个问题，喻国明建
议，建立全国联动的辟谣中心，利用大数据对谣
言传播机构和易感人群进行标记或打分，“正如
我们日常有不懂的可以利用浏览器搜索，对科学
常识有疑虑就可以去这样的辟谣中心查询。”

“造谣是长板效应，辟谣是短板效应。和
造谣相比，辟谣涉及各个专业领域，需要更
丰富的资源。辟谣成本比造谣高很多，这就
需要用上大数据。”喻国明说，“真正造谣的
人和机构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大数据能够从
过去发生的信息中界定出哪些人和机构容
易造谣，对于这些人和机构，辟谣中心可以
像评价网约车司机一样，给他们打分并对其
进行重点监控，从源头部分发现和规范，实
现防谣于初始阶段。”

在喻国明的设想中，对那些健康谣言的易
感人群，辟谣中心也可以对流传其间的话题进
行主动采集、辟谣，或者通过标星的形式对具
体消息的可信度进行评价并做出提醒，这样易
感人群在转发这类消息之前就会更加谨慎。

参与记者：强晓玲、林苗苗、鲍晓菁

在美国圣地亚哥法庭上，“酸

碱体质理论”创始人罗伯特·杨当

庭认罪，表示自己的“酸碱体质理

论”纯属骗局。然而，在中国，这一

理论及衍生产品几乎未受影响，

依旧大行其道
“亲，听到你家小王子的呼唤

了吗？13 年专注女性碱性体质备

孕，科学调理祝你梦想成真！”这样

的广告词仍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

上 。对此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

管，对食品广告提及的保健功能

建立备案制度，要求发布广告的

商家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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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记者发稿，在社
交媒体上还可以看到“碱
性食品更健康”的消息；在
电商平台上，一些打着“酸
碱体质理论”幌子的商品
照旧大行其道。一些商品
甚至宣传“吃碱性备孕产
品，就能‘碱’个男孩”。

讽刺的是，数天前，美
国圣地亚哥法庭做出判
决，“酸碱体质理论”创始
人罗伯特·杨被罚 1 . 05
亿美元，并当庭承认自己
的“酸碱体质理论”纯属骗
局。

无论是造谣还是辟
谣，都会借助权威来加强
自身的可信度，一些健康
谣言甚至借助伪造的《柳
叶刀》等权威学术期刊来
传播。尽管这次是如此“权
威”的“理论创始人”亲自
出面“辟谣”，对国内的电
商平台上所谓的碱性食
品 、保健品而言，也只是
“风乍起，吹皱一池污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
查发现，因为恰好赶上“双
十一”，一些碱性食品、保
健品的销售量不降反升。

一些厂家会为销售代理提
供相关培训，帮助代理商
家打消顾客对“酸碱体质
理论”和产品效果的疑虑。

有的商家并不担心，直言
“过段时间这个事就没了”。

所以，辟谣仅仅依靠
权威显然不够。

从“消费端”来看，这
些碱性食品、保健品以及
背后所赖以支持的“理
论”，其实都击中了人们心
中的痛点、焦虑或暗合了
某些心理，有着相当的社
会基础。

例如，很多中老年人
在新生领域逐渐失去威
望，他们就急于在生活领
域，依靠他们过去的经验、
常识，通过对一些健康信
息的转发来保持自己的威
望。而对这些健康信息的
真伪，很多中老年人并没
有辨别能力。

然而，每个人在成长
过程中总会遇到烦恼或者焦虑，随着时代发
展，每个人都可能对新生领域不熟悉，失去原
有的威望。这也为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
社会土壤。因此，也有评论指出，要想改变“易
感人群”的“易被骗体质”很难。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些打着“健康
谣言”的幌子大行其道的食品、保健品不能在
线上和线下商店出售，商家不能宣传发布无
法提供相应科学根据的广告，这样那些沉迷
于所谓的“健康谣言”的人群就不会买也买不
到这类商品。发力“供给端”需要监管部门和
电商平台形成合力。

然而，截至目前，还未见到有关监管部门
打击扯着“酸碱体质理论”的幌子来行骗的行
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到，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时
需要证明，经营者是在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
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并造成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然而，
即使是美国“酸碱大师”当庭认罪，也未必能当
然地推知所有的经营者都知道，除非有关部门
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采取行政措施。

根据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如果商家是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虚
假宣传，相关的平台和商家都需要承担法律
责任。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明
年 1 月 1 日才正式实施，但是在法律实施前
的这一段“过渡期”，电商平台更应该主动承
担起社会责任，利用技术手段，筛查仍然借助
“酸碱体质理论”宣传和销售的商品，主动为
消费者“扫雷”。

这并非“酸碱体质理论”第一次被辟谣，
别再让这次辟谣像商家所说的“过段时间这
个事就没了”。保护消费者权益，不能光靠造
谣者“自招”，更需要监管部门和电商平台及
时主动作为。（记者张典标）

▲“益生碱”产品销售方的朋友圈截图。 ▲“真有效”还是“真忽悠”？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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