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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松花粉”成了武宁
市民雷先生一家的“热门词”。
自从母亲花9000多元买回一箱
之后，雷先生和姐姐就经常商
量对策，因为母亲依旧经常去
听课，屡劝不听。

本报讯（浔阳晚报特约记者 丁武彪
文/摄）水仙花是人们非常喜欢的观赏花
卉，但因蒜类植物非常相似，不少黑心商贩
每年在年底时用野生石蒜球根冒充水仙花
球根骗人。近日，在濂溪区国棉二厂菜市
场，一个小贩用牙签串起石蒜球根冒充水
仙花球根贩卖，被市民当场戳穿。

“你这根本就不是水仙花！”当日 9时
许，在该菜市场西门外，不少市民在一个卖
花的摊位上挑选兰花和“水仙球”，一位中

年女子突然拿起一个“水仙球”大声对大家
说：“这些球根都是用牙签串起来的！”说
完，她把手里的“水仙花球”翻了过来。经
过仔细检查，大家发现这些球根果然是用
牙签串起来的！

女子表示，她曾买过一次这样的“水仙
花球”，回家后精心养护，盼着它开花，没想
到非但迟迟不开花，球根居然还烂了，散发
臭气。她掰开来才发现，原来这些球根都
是用牙签串起来的，从伤口处烂到中间。

那么，小贩卖的“水仙花球”究竟是什
么东西呢？爱养花的杨爷爷看到现场拍的
照片后表示，这就是野生的石蒜。“水仙花
球根是一簇簇的，一般只有一到两个主球
根比较大，旁边丛生的比较小，不可能这样
匀称。石蒜是单个的球根，表皮黑褐色，扒
掉表皮，就像水仙花球那样是白色的。每
年年底都有黑心商贩用牙签串石蒜冒充水
仙，要买真正的水仙球根，最好去正规门
店，以免上当。”

从明星到专家
广告宣传隐蔽化

案例 65岁的张彩丽是多年的高血压患
者，有一次碰到人上门推销降压保健品。年
轻人指着产品包装上的头像说是上海有名
的高血压专家、中科院院士，这是他的最新
科研成果。张阿姨买了一盒，刚吃两天就觉
得血压降了。于是她停掉其他所有药，只吃
这一种。可一个月后，她突然晕倒在家。医
生说，这种保健品其实并不能起到治疗作
用，先前的“好转”可能只是安慰剂效应，那
位院士则是查无此人。

骗术分析 过去保健品广告喜欢用明
星，而现在用“名医”、“院士”的产品大量增
加。这种方式主要钻了老人迷信专家，且

“来源记忆”严重减退的空子。“来源记忆”是
有关事件背景的记忆，能帮助我们判断信息
源是否可靠。老人如果觉得“院士”似曾相
识，便不会再去核实。一旦他们认准某种产
品很权威后，就会深信不疑，轻易不愿改变
自己的固有看法。

防骗指南 第一，如果“专家”没有具体
单位，只是概括为“知名老中医”、“两院院
士”等就不要相信。对有单位的专家，应通
过 114查找其所在医院、研究所的电话，确
认是否是真实身份，核实产品是否与其有
关。第二，尽管老人阅历丰富，但年轻人思
维更理性、知识面更广，不妨让他们帮忙分
辨。记住，做儿女的都希望父母健康长寿，
他们不会为了省钱而不许你买保健品。

从优惠到免费
赚钱方式长期化

案例 家住山东的胡仙花（化名）今年80
岁，腿疼了有二十多年。去年，她所在的社
区开了一家保健品店，组织社区老人参加

“免费腰腿痛讲座”。讲座后，有“专家”现场
义诊，给老人测了骨密度，还发了一盒猴菇
饼干和几粒“软骨素片”。自此，胡奶奶每天
8点准时到店听讲座，并往家里拿一些送的
保健品、膏药。起初免费的东西，后来变成
收费。短短两个月，她就花了几万元。儿女
们劝了又劝，胡奶奶仍不觉得受骗：“那么贵
的饼干和产品都舍得送，怎么可能是骗子？”

骗术分析 为了骗取老人的信任，很多
商家都会在初期表现得极为豪爽大方，选择
在酒店开“讲座”，有专车接送，提供免费午
餐，会后还有“义诊”，并分发礼物或产品试
吃装。讲座内容多半是产品效果如何神奇，
有时还会有“治好”的老人现身说法。现场
播放的短片则强调老年常见病的危害、死亡
风险，以此提高老人的死亡焦虑水平。如此
一来，只要有“托儿”开始带头购买商品，其
他老人就会立刻跟风。

防骗指南 贪小便宜是人性的弱点，特
别是我国老人从计划经济时期走来，政府对
社会的掌控力强，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由此
形成的价值观倾向于相信他人。但老人应
该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
往往会吃大亏，不要被小恩小惠左右。学习
健康知识要通过正规途径，不要道听途说；
学会识别保健品宣传功效的真假，明白保健
品只是食品，没有确切的疗效。比如“软骨
素片”能提高骨密度，但不一定能治好膝关
节疼痛。提高骨密度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
多晒太阳、多喝牛奶等，并不是非要依赖保
健品。

武宁大妈高价买松花粉养生武宁大妈高价买松花粉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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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记者 梅俊

松花粉到底是什么样的药品？浔
阳晚报记者采访了一名营养学专家。
据其介绍，从中医角度来说，松花粉性
温味甘，对祛风除湿止血有一定功效，
是一种保健食品，有辅助治疗作用；从
营养学角度来说，松花粉含有多种营养
物质，包括种类齐全的氨基酸，维生素A
和维生素E，钾、硒等微量元素及不饱和
脂肪酸等。因此，松花粉确有美容养
颜、抗衰老、保护心脑血管等功效。

“虽然松花粉营养价值还不错，但
容易上火，不宜过量食用，每天不能超
过 10g，过敏人群及哮喘病人都不宜食
用。”营养学专家表示，松花粉只能算是
一种保健品，不具有药用疗效，也不能
像一些商家宣传的那样预防多种疾病。

松花粉的功效并不突出，那么这些

商家又是怎样让老年人花天价购买？雷
先生的母亲告诉他，卖松花粉的人都非
常热情、贴心，对老年人也是真心付出，
所以这些老年人根本没想过会被骗。

“如今，保健品销售乱象丛生，很多
商家都会通过打关爱老年人的亲情牌，
利用老年人空虚的心理，高价将保健品
销售给他们，而且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监管也往往因缺乏有效证据而没有太
大效果。”工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老年
人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差，比较容易
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盲目地轻信他人。

除了被表面现象迷惑外，老年人身
体上衰老带来的健康危机，也让老年
人对提高生活质量充满渴望。骗子往
往会利用老年人子女不常在身边的机
会，猛打感情牌，让老年人很容易失去

判断力。
“这些骗子第一次肯定不会直接推

荐保健品，而是通过一段时间与老年人
交谈，打亲情牌，利用老年人爱占便宜
的心理，赠送一些小礼品，然后才会推
荐一些药品。”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购买
保健品时，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不要
轻信商家宣传，更不要轻信推销人员夸
大其疗效。

同时，相关心理学专家呼吁，子女
要在生活上多关心、陪伴老人，并且引
导他们培养爱好，减少孤独感与空虚
感。对于购买保健品的情况，子女们可
以与其一起通过查询假冒伪劣情况、与
正规药店/医院价格对比等方法，让父母
了解保健品的价格及疗效，避免他们再
次被推销人员“忽悠”。

购买保健品应通过正规途径 不要轻信商家宣传

说起母亲购买松花粉，雷先生就有
些着急。据他介绍，由于自己平时工作
比较忙，所以与母亲的交流比较少，母
亲经常和附近的老人一起玩。直到几
个月前，雷先生发现附近的老人经常凑
到一起去听讲座，当时他也没太在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附近人说
起保健品讲座的事情，当时我还问了邻
居家的一个阿姨，因为她和我妈关系非
常好，两人天天在一起，可那个阿姨什
么都不肯说。”雷先生说，有时候母亲会
拿鸡蛋等小东西回来。因为她并没花
大钱买东西，所以雷先生也没有太在
意，只是简单地告诉母亲不要相信一些

讲座，那些地方卖的东西很多都是骗人
的，母亲也没有太多表示。

前段时间，雷先生发现母亲在家泡
东西喝，这才发现，她购买了一箱松花
粉。“当时我问母亲多少钱，她支支吾吾
不肯告诉我，再三询问下，她才告诉我，
这松花粉 9000块钱一箱，吃了可以预防
多种疾病，由于不能零卖，所以她就买
了一箱，而且很多人都买了。”雷先生
说，母亲购买松花粉是希望身体能变
好，这样可以不用去医院，减轻他们的
负担。

听了母亲的话，雷先生有些感动，同
时也有些无奈。他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听到母亲说出购买松花粉的理由，他不
知道该怎么劝说母亲。父亲很早就去世
了，雷先生跟姐姐都是母亲一人带大，母
亲平时的生活非常节俭，并不会乱花钱。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母亲她
可能被骗了，只好和姐姐商量，悄悄地
跟着母亲一起去听讲座，看下情况，然
后再找机会跟她说。”雷先生说，他与
姐姐跟随母亲找到了开讲座的地方，
但还没靠近就被人拦下，对方表示只
有老年人才可以进去。雷先生希望通
过本报报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及
时处理这些以讲座形式向老年人售药
的行为。

老人听讲座后购买9000多元一箱的松花粉

石蒜插牙签 摇身变“水仙”
街头买花当心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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