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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有种心理现象：没有
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商家抓住
了这种心理，再加上销售人员的
种种小花招，很多人都会上当。”
平顶山学院医学院副教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志平表示。

刘志平说，心理学有一个恐惧
管理理论，人年纪越大越惧怕死
亡，商家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保
健品作用通常不会立竿见影，商家
宣称不吃就会生理机能下降、免疫
力低下等，诱使老年人购买。

打折、送礼品等则抓住了贪
便宜的心理。商家通过赠送小礼
品的方式把老年人召集到一起，

总会有几个冲动的人购买，如果再
找几个人现身说法，其他人更容易
从众。老年人的子女通常忙于事
业，不能及时满足老人的情感需
求，老人易产生孤独感，而推销人
员提供亲情服务，捶背捶腿甚至喊

“爸妈”，甜言蜜语让老年人感受到
了“亲情”，满足了他们的归属感和
自尊心，就很容易对推销人员产生
信任，甚至言听计从。

此外，保健品通常价格不菲，
但商家利用人们贪便宜的心理赠
送鸡蛋、大米等一些不值钱的小
礼品，成功分散了老年人的注意
力，使他们忽略了保健品的成分、

含量等关键因素，不再去关注保
健品本身是否物有所值。

刘志平说，对于热衷于购买
保健品的老年人，子女想“劝退”
非常难，最好由他比较信任的医
生或亲友进行劝说。子女也要换
位思考，理解老年人的心理过程，
慢慢改变他。另外，社交圈子非
常重要，帮助老人找到一个健康
的社交圈子，可以转移注意力，从
而远离保健品陷阱。相关部门、
社区等也可以考虑多给老年人普
及保健知识，提醒他们不要轻信
来历不明的健康讲座及产品推
销，理性对待商家促销活动。

心理专家：老年人要有健康的社交圈

免费旅游、送鸡蛋送水盆、“大爷大妈”不离口……

老年人如何跨过“保健品”这道坎儿

□本报记者 李科学

9月7日上午，80多岁的市民吴立向本报记
者反映，他根据小广告宣传页买了4800元的保
健药品，吃完后感觉无效，而且也找不到商家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越来越注重
养生，不惜重金购买各种保健品以求健康长
寿。然而，保健品销售机构良莠不齐，使用后与
期望效果相去甚远、商家不兑现承诺甚至“人间
蒸发”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年以来本报也接
到不少类似投诉，虽负面消息频发，但老年人购
买保健品的热情难以阻止。

2020年下半年，家住市区和顺路的吴立在
街上转悠时收到一张广告宣传页，还附带一台
收音机，能收听特定频段购物广播。其中一款
保健品所宣称的效果让他很动心，遂按提示联
系购买。很快，一名男子上门送货并带走了货
款。前段时间保健品吃完，吴立觉得身体并没
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而且也找不到对方了，“上
哪儿联系去呢？钱肯定是不给退了。”

几年来，吴立不断购买保健品，大多是从各
种不知名的保健品店或电话购买的，断断续续
花了好几万元。孩子一直劝阻无效，现在干脆
也不管了。“我身体不好，家人不同意也要买
呀。”他说，自己买的保健品以提高免疫力为主，

“都可贵，随便一买就上千，有时候钱不够了就
欠着点。”

吴立知道上过不少当，但仍说不能全部否
定，“现在吃的保健品就管用，感觉身体挺有劲
儿的。”不过他也一直坚持锻炼，所以到底是哪
方面起的作用也不好说。

像吴立这样的老年人并非个例。今年75岁
的王业刚退休时也曾痴迷其中，买了不少用不
着的东西。花一万多元买的保健胶囊，打开外
包装里面一半是空的；跟特定旅行团外出，1000
多元“五折”买回 10瓶能“延年益寿”的蜂蜜胶
囊，效果不明；在推销杂志上看中售价300多元
的保健品，寄来之后包装上找不到生产厂家，瓶
子里只有约四分之一的绿色粉末，没敢吃也无
法退货；号称有“磁疗”效果的茶具和茶叶套装，
茶叶味道难以入口……有一段时间，全国各地
的广告杂志都往王业家寄，三天两头就有保健
品圈子的人给他打电话。听到推销员电话里一
声声殷切的“叔”，他就报上家庭住址，等对方送
货上门。家人多方劝阻，生了不少气。无奈，在
王业又一次要跟团“免费旅游”时，家里人把钱
都藏了起来，只给了他两三百元。到外地买产
品时借钱未果，王业回来后冲家人大发雷霆：

“一起去的人都掏钱买了，就我因为没钱什么都
没买，太丢人了！”

购物上瘾真的没法治吗？几年前，王业偶
然结识了一位爱打太极拳的朋友，跟着练上了
瘾。渐渐地，他与那帮购买保健品的“朋友”断
了联系。

市民王女士也深有感触。数年前父亲去世，
母亲心里空落落的，被别人忽悠着买了几万元的

“远红外”保健用品及胶囊等。后来母亲又在早
市遇到一名推销员，一口一个“奶奶”叫得特别
甜，搀扶过马路殷勤极了。母亲认为“人家对我
可好”，差点又要高价买保健仪器，被王女士及时
制止。前几年，母亲和邻居打起了麻将，从中找
到了乐趣，买保健品的事再也不提了。“现在没事
就是打麻将、下棋，挺锻炼大脑的。邻居说，老太
太虽然80多岁了，但一点不糊涂。”

能够找到其他精神寄托从而放弃购买保健
品的老年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人尽管看不到
效果，依然不断地买，有的保健品甚至在家里堆
成了“小山”。

虽知无效，仍买上瘾

“保健品市场上，一些无良商
家往往虚假宣传、夸大效果，老年
人则成为受骗群体。”市市场监管
局综合科工作人员孙建峰说，老
年人是弱势群体，普遍存在健康
焦虑心态，希望长寿的想法又非
常强烈。一些不良商贩正是抓住
了这种心理，通过虚假宣传诱使
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功效未知
的产品。他总结了几种不良商家
针对老年人的宣传“套路”。

第一，商家以赠送鸡蛋、水盆
等的名义吸引老年人听健康讲
座，给老年人“洗脑”，最终目的是
推销保健产品或保健器械。

第二，商家大打“亲情”牌，态
度热情，“大爷大妈”不离口，有的
甚至直接喊起了“爸妈”，攻破老
年人的心理防线，使他们感动之
际乱了方寸，对商家言听计从。

第三，采取转移场景的推销
方法，名义上带老年人“免费一日
游”，实际上是去外地看产品，把
老年人带到外地转一圈再听课，
阻断了老年人和家人正常的沟通
渠道。人都有感恩之心，老年人
享受了免费旅游等，感到不好意
思，再加上现场气氛的烘托，在异
地陌生环境中很容易失去正常思
考能力，“中招”花钱购买产品。
有的老年人回来后还广为宣传推
销，使更多人上当。实际上这只
是不良商家的一种销售策略，一
种手段。

此外，将普通营养品夸大为
“可治疗疾病”，承诺保证“疗效”、
无效退款等虚假宣传的情况也时
有发生。孙建峰提醒老年朋友，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消费，不
要轻易听信商家宣传或被赠送的

蝇头小利迷惑，也不要被甜言蜜
语冲昏头脑。在自己弄不懂的情
况下，可以向身边有知识的年轻
人、亲人诉说，听取他们的意见，
不要封闭自己，草率决定。

“归根到底，贪图便宜之心不
可有。不要被误导，更不要轻易
跟着他们到外地免费旅游，世上
没有免费的午餐。”孙建峰说，保
健品通常价格高昂，对于价格明
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要提高
警惕，如果确实想买，可当场要求
商家出示营业执照和《保健品经
营许可证》，看经营人员的身份证
件是否与本人一致，同时注意拍
照留存证据。万一出现问题，需
持证据进行举报，如果属于欺诈
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可进行查
处；涉及金额巨大的，则可以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

监管人员：保健品推销套路多，老年人购物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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