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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600万买百度推广
普通茶饮竟成了“特效药”
一年5000多人下单，十几元茶饮卖出1680元的高价

身体不舒服，忍不住百度一下，你是不是也这么操作过？骗子从中发现了商机。现代快报记者
了解到，日前，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几名嫌疑人将十几元钱的茶饮品包
装成“包治百病”的“祖传神药”，然后花600多万元购买了百度的推广功能，只要在百度搜索甲状腺、
乳腺结节等相应疾病的关键词，就会出现他们的推广链接，不少人因此落入骗子的圈套。

去年，家住江苏省淮安市的刘女士
摸到颈部有一个肿块。“咽口水或者吃
东西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肿块在上下
移动。”刘女士说，因为没时间去医院，
她决定按自己的症状上网搜索一下。
2019年7月，她以“甲状腺结节”为关键
词在百度上查询，发现相关描述和自己
的情况十分吻合。

在搜索结果里，排名靠前的一个链
接引起了她的注意。“是一个看上去很
专业的网站，不仅介绍了甲状腺结节的
情况，还可以向医生在线咨询，我就跟
对方聊了一下。”据刘女士回忆，在与网
上“医生”交流中，对方告诉她，虽然她
的甲状腺结节没有严重到需要手术的
程度，但“已经需要引起重视”，并建议
她尽快使用药物调理。对方还表示，刘
女士的情况比较适合使用“中药调理”，
而自己所在医院恰好有一种“传承数百
年”的特效药，治疗甲状腺的效果十分
显著。

“我看这个医生很专业，而且希望
治疗尽量不影响工作，能通过药物调理
好是最好的结果。”于是，刘女士花
2560元买了两盒“特效药”。几天后，

“药”快递到家，她每天按时服用，很快
就喝完了。

“后来去医院检查，确实是甲状腺
结节，但喝了这个‘药’后没有明显变
化，也没什么副作用。”刘女士说，毕竟
这个网站在百度搜索的排名靠前，所以
在发现“服药”不见效后，她只以为是自
己服用的疗程不够，倒是没有质疑过网
上“医生”。

身体不适问“度娘”
点开排名靠前的链接

“我在一家比较正规的保健品公
司工作过，对客户的心理比较了解，知
道推销的套路。”据嫌疑人马某交代，
因为嫌工作挣钱太少，他就想到了诈
骗。靠着之前的工作经验，他先找了
几个同道中人，然后在安徽找到一个
保健品生产厂商，定制了一批“保健茶
饮”，取名为“愈甲汤”。于是，茶饮摇
身一变，成了治疗甲状腺疾病、乳腺结
节、糖尿病等疾病的特效药。

“我特地跟厂商要求过，这些药什
么成分无所谓，有没有效果也不重要，
关键是不能有副作用，不能出事。”在
马某看来，这些东西想卖个好价钱，最
需要的是“金字招牌”和影响力。为
此，他通过熟人认识了一个自称是百
度公司的业务人员，对方答应有偿帮

他做推广。“一天两三万，但保证在网
上搜索到的第一个链接就是我的。”据
马某交代，起初他也有怀疑，但2018年
9月仅一个月时间，“愈甲汤”的营业额
就达到 300多万元，漫天飞来的订单
让马某觉得，虽然“百度推广”费用比
较高，但带来的利润十分惊人，于是和
对方长期合作。

据警方调查，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0月，马某等人先后“砸了”600多
万元，购买百度推广的关键词，而这
笔“广告费”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可观
的营业额，短短一年就有5000多名受
害人主动找他买药，十几到二十元的
茶饮经过包装后，以1280元至1680元
不等的高价推销，销售额达1000余万
元。

600万做推广，普通茶饮变身“特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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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不知道的是，虽然网上广
告打得火热，实际上，所谓的“医生”

“医院”和“特效药”都是虚构的。一直
以来，网上指导她的都是骗子找来的

“客服人员”，这些人在医学、药学方面
都是零基础，但靠着事先准备好的剧
本，他们在网上扮演专家，引导受害人
买他们的“特效药”。

今年10月初，宿迁市沭阳县南关
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在沭阳某小
区的一幢居民楼内，长期有大量的可
疑人员出入，怀疑他们在从事违法犯
罪活动。

据沭阳县公安局南关派出所民警

章凡介绍，2019年 10月 13日，警方经
过侦查后对这处窝点进行收网，现场
查扣作案手机 132部，电脑9台，现金
40多万元。

经查，2018年5月以来，嫌疑人马
某伙同8名同伙，在网上冒充医生，然
后吸引受害人添加他们的“客服人
员”，谎称有特效药能治疗甲状腺疾
病、乳腺结节、糖尿病等疾病，并以
1280元至 1680元不等的高价推销，销
售金额达1000余万元。而所谓的“特
效药”，其实是他们从安徽省一家保健
品生产厂商处定制的“保健茶饮”，每
盒成本不到20元。

医生、医院、特效药，都是骗子虚构的

十几到二十元的茶饮经过包装，以1280元至1680元不等的高价推销

记者注意到，在警方查扣的
“客服”电脑里存着不少剧本，这
些剧本针对的都是甲状腺疾病、
乳腺结节、糖尿病等疾病，而马
某在“百度推广”上购买的广告
位，也不涉及其他病症。

为 什 么 只 针 对 这 几 种 疾
病？据警方介绍，最近几年，这
三类疾病的发病率较高，群众的
关注度在不断提高，而马某从事
过保健品销售，所以敏锐地注意
到这个情况。另外，上述疾病的
特征比较明显，而且网上有大量
的资料，马某等人只要简单上网
查询一下，就能编写成剧本，方
便“客服”上手，且不太容易在受
害人面前露馅。

“简单来说，这三种疾病的
相关知识网上比较多，方便他们
临时抱佛脚，而且在面对患者时
也比较好‘蒙’。”警方表示，目前
9名嫌疑人已被沭阳警方移送起
诉，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至于为马某等人提供有偿
宣传的“百度推广”，警方也已介
入调查。“如果对方明知马某等
人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甚至诈
骗，仍旧与马某合作，也涉嫌违
法。”

“网上有个段子，说无论大
病小病，百度一下都感觉自己得
了重病。现在网络虽然很发达，
但求医问诊最好还是到正规医
院做检查，网上的医生虽然多，
但很难甄别真假。”江苏律鼎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雪松认为，百
度推广是一种广告行为，百度公
司是广告的发布者，其对广告主
主体资格、广告商品、广告内容
等信息负有审核义务。如果广
告内容等涉嫌侵权或者违法犯
罪，百度公司有可能需要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
事责任。

（许龙飞 孙旭晖）

百度公司对广告内容
负有审核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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