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3年11月1日 星期三 责编龚爱秋 版式张今驰 校对毛凌波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近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已公开发布，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条例》中提到，建立健全防沉迷
制度；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
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不得诱导
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
量控评等。

如何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如何统筹协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
作？10月3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邀请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成都
互联网法庭）相关负责人，以案释法，对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内容作
出解读。

案例一：
未成年主播“私播”被起诉

在成都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苏某
晴、苏某恩、苏某才、罗某某网络服务合
同纠纷案中，原告成都某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与被告苏某晴、苏某恩于2022年8
月2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该公司
在进行互联网直播中，利用自身资源对
被告进行人气打造、人气提升等服务内
容。《合作协议》对二被告在合作期限内
每月需达到的直播天数、直播时长等进
行了约定。

《合作协议》签订后，该公司履行了

合同义务，并按照约定向苏某晴、苏某
恩支付了25000元“扶持金”，但是被告
苏某晴在合同履行期间存在“私播”的
行为，构成违约。于是该公司起诉二被
告返还扶持金，并支付 10 万元违约
金。但是，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时，
被告苏某恩年仅16周岁，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苏某恩在2022年8月签订《合
作协议》时系未满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事前未取得其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事后也未获得其法定代理人的追
认，因此，该协议对苏某恩不发生法律效
力。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苏某恩从原
告处取得哪些财产以及其受到的损失，
且原告在签订协议时明知被告苏某恩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仍与其签订协议
存在过错，判决驳回原告对苏某恩的诉
讼请求。

被告苏某晴存在违约事实，根据原
告提交的证据，协议约定的10万元违约
金过高，法院酌情判决被告苏某晴向原
告返还扶持金、支付违约金1万元。

法院认为，成都某文化传媒公司与
未成年人签订网络直播合作协议无效，
并指出传媒公司在签约过程中明知对方
为未成年人仍与其签约存在过错，传媒

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
该判决对广大传媒公司能起到警

示、引领作用。传媒公司、直播平台等企
业主体在签约时，需审慎注意签约对象
的年龄等情况，严格限制未成年人进行
网络直播等活动，从源头上推动网络直
播等新兴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案例二：
未成年人游戏充值坑外公

2021年2月20日至4月29日，未成
年人邹某通过其外公王某的储蓄卡多次
向某游戏公司账户转款，用于购买游戏
商品。2021年5月16日，王某向游戏公
司发出《通知函》，要求游戏公司收到通
知函不超过第二天全额退款。若不按期
全款退还，则视为游戏公司以总金额为
基数按照每日20%自愿认可承担违约金
及每天1000元的精神损失费。

随后，游戏公司向王某发来《承诺
函》，要求王某承诺游戏充值行为系其未
成年子女所为，同时承诺加强对未成年
子女的教育、监督并配合平台提供相关
材料。王某在该《承诺函》中附加了付款
时间、双倍赔偿违约责任、精神损害金及
管辖约定条款并签字发回游戏公司。庭
审前，游戏公司已经全部退还了游戏充
值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游戏公司向王某
发出《承诺书》要求王某签字系向王某发
出的要约，具有与王某订立合同的意思
表示。王某自行在《承诺书》中增加了

“协议的法定有效期约定为七个工作日”
“双倍赔偿”“精神损害”等附加条款，属
于对要约内容作出的实质性变更，王某
对游戏公司的回函构成新要约，原要约
失效，而游戏公司对新要约并未作出承
诺，本案原告王某与被告某游戏公司之
间的合同并未成立。成都铁路运输第一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邹某的全部诉
讼请求。

法院认为，该案在开庭前游戏公司
对充值金进行了退还，但根据《关于防止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所有网
络游戏用户均须使用有效身份信息方可
进行游戏账号注册。网络游戏企业必须
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与其
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作为网
络游戏企业，应当落实网络游戏用户实
名注册制度，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做出
适龄提示，并积极探索制定未成年人网
络游戏消费服务规范。而监护人应当营
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孩子的消费观，
对自己的身份信息和银行信息进行有效
监控，并教育、引导、监督青少年的网上
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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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天津两名小学生带着“鼻吸能
量棒”走进超市，要求老板进货，并称这
种东西“倍儿上瘾”，还有薄荷、西瓜等多
种口味。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引发大众
关注。

有不少家长在社交平台表示，现在
学生之间很流行“鼻吸能量棒”，“有学生
已经上瘾，离都离不开”。由于该产品含
有樟脑等成分，家长们怀疑该商品对身
体有害。

这种产品在成都学校周边有卖吗？
是否会危害孩子健康？10月31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成
都几所小学，并对话了相关专家。

网店有售
大多宣称“提神醒脑防瞌睡”

记者搜索各大电商平台发现，不少
商家在售卖这种“鼻吸能量棒”，价格
多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其广告语大
多含有“学生上课提神醒脑防瞌睡”等
字眼。

10月30日，记者从平台购买了两款
“能量棒”，全名为活力劲爽薄荷能量
棒。此款能量棒共有10余种味道，包括
薄荷、西瓜、青提、柠檬等，其详细成分表
为：薄荷脑、薄荷醇、迷迭香、叶油、香精、
异十二烷。该商品标注了使用人群为成
人，但在售卖的主页链接上却写着“鼻吸
清凉油学生上课加班熬夜司机开车防困
提神醒脑”的字样。

按照使用方法，记者将一块外形酷
似打火机、顶端有两根塑料管的能量棒
放入鼻孔，一股薄荷夹杂着果香的味道

迅速钻入了鼻腔里，整个鼻子瞬间变得
凉幽幽。十分钟后，鼻孔里仍然残留着
凉凉的薄荷香味。

对于网友提出的鼻吸能量棒是否
会上瘾，记者询问了部分网店商家。有
商家表示，“目前初中生群体用得较多，
产品只是辅助作用不可依赖，12岁以下
儿童不建议使用。”也有商家回应，“小
学生可以使用，但需要咨询专业医师，
不敢保证。”

记者走访
成都没有商家售卖“能量棒”

是否像网上说的那样，目前“鼻吸能
量棒”在学生中很流行呢？10月31日上
午，记者走访了成都几所小学。

“老板，您见过这种商品吗？”成都郫
都区郫筒一小门口有两家小卖部，其中
一家商铺的老板回应记者，自己从未见
过这个东西，还向记者咨询了该物品的
使用方法。

“我们店里不卖这种东西，在进货的
时候好像见过。”李女士在学校门口开文
具店有数年了，她看到网上发布的信息
后说，“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如果我不想
让自己孩子使用的东西，我是一定不会
卖的。作为家长，我不希望孩子通过这
样的方法提神醒脑。”

随后记者来到成都市茶店子小学
（北区），分别前往了学校附近的两家文
具店，商家均表示从未见过此物，也不知
道鼻吸能量棒为何物。

“如果在学校附近能买到，我们肯定

会去查一查学校周边的小卖部或者文具
店。如果是在网上购买的话，我们会和
家长沟通，对孩子的电子设备进行管
控。”成都某小学负责人邓老师表示，目
前暂未在她所在的学校发现使用“鼻吸
能量棒”的情况，如果发现，必定会采取
相应措施管控。

邓老师说，如果学生感到疲倦或者
出现打瞌睡的情况，自己会让他们出去
活动一下，或者在教室外面休息一会
儿。“小孩子的精力大多还是很充沛的，
所以家长务必要保证好孩子每天10小
时的睡眠时间。”

医药专家：
鼻吸方式或将损伤鼻腔黏膜

记者了解到，“四川禁毒”公众号早在
10月20日就发布重要提醒表示，鼻吸上瘾
这个动作的危害超乎人们的想象。对于人
格三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这种行为甚至
可能降低他们对毒品的防范心理，使他们
更易落入涉毒陷阱。鼻吸作为毒品的吸食
方式之一，极易破坏鼻黏膜功能，轻则引起
鼻炎，重则造成鼻腔溃疡、出血等。

“薄荷脑、迷迭香这些成分是醒神
的，它含有从植物中提取的香氛成分。
但小孩子鼻腔黏膜比较薄，毛细血管又
很丰富，所以不管是对植物提取的，还是
化学来源的产品，都有可能造成鼻腔黏
膜损伤，慢性鼻炎等发病率上升。”成都
中医药大学博士后万小平说，如果要提
神醒脑的话，像风油精的作用就很强，不
要使用直接接触鼻腔黏膜的产品。

“对于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保证
足够且规律的作息，避免过度消耗孩子
的精力。”万小平说，人始终处于紧张状
态，不需要用外界的力量去刺激，“鼻吸
能量棒”对孩子的成长无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邹阿江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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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购买的活力劲爽薄荷能量棒。

电商平台售卖的各种鼻吸能量棒。

让中小学生上瘾的“鼻吸能量棒”能吸吗？
“四川禁毒”公众号曾提醒，鼻吸上瘾这个动作的危害超乎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