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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几十元至上千元不等，宣称解除疲劳、快速瘦身……

揭秘网红“按摩神器”筋膜枪

“10分钟按摩轻松摆脱疲
劳”“瘦肚子瘦腿局部减脂神器”

“ 腰 酸 背 痛 ，哪 儿 难 受 打 哪
儿”……近年来，筋膜枪成为一
款酷炫的按摩产品，类似产品宣
传网上随处可见。从百万粉丝
的微博大V博主到流量飞起的
直播达人，不少人在卖力推广、
宣传带货。

筋膜枪缘何“一夜间”火遍
社交网络？它的实际使用效果
是否如商家宣传的那样神奇？

1万余件几乎“秒抢”
筋膜枪成网红“按摩神器”

“看完确实很心动，下一秒
就想点链接购买。”在北京工作
的白领杨先生说，最近不管是刷
视频还是看文章，频频遇到筋膜
枪的广告宣传。

除了消费端，带货端的博主
们也有类似感受。一粉丝量达
百万的视频博主告诉记者：“最
近有好几家筋膜枪厂商找过来。
同行们好像都在接广告，圈里有
人开玩笑说，‘谁没接到就是不
红’。”

筋膜枪似乎“一夜”出圈成
为网红产品。今年“6·18”网络
购物平台活动首日，某品牌筋膜
枪开售1小时即突破百万元销
售额。在某直播平台，一位网络
达人首次带货就售出5000多
件，累计销售额近500万元。还
有明星在视频平台推广，1万余
件产品几乎“秒抢”。

上班族小高说，入手筋膜
枪，是朋友圈打卡晒图必备，“没
买都觉得不好意思”。徐州市民
王平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在朋友
推荐下花近1000元买了筋膜
枪。她说，跑完步可用筋膜枪放
松脚踝、小腿、足底肌肉，周围不
少运动爱好者都很喜欢。

记者了解到，筋膜枪的消费
群体以“90后”年轻人为主。
2019年淘宝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筋膜枪的购买者中“90后”
占比55%。据一位业内销售人
员介绍，每天在网店咨询及购买
的客户有几百名，“有的想按摩
放松，有的想减肥瘦身，还有买
了做训练辅助”。

“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大，
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另
外，他们健康意识较强，做完高
强度健身运动后有时会出现肌
肉酸痛，所以成为商家瞄准的主

要消费人群。”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北京博爱医院物理治疗师李
雯说。

价格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缺乏生产标准

记者调查了解到，筋膜枪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价格差异大，
生产标准不一。

记者在购物平台上搜索，发
现筋膜枪的售价从几十元到几
千元不等。某品牌客服人员介
绍，同品牌筋膜枪产品价格区间
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主要是
档位、重量和噪音上有差别。

业内专业测评师表示，价格
差距和使用的电机、电池、材质
等有关。电机是核心，关系冲击
力度、幅度、频率和稳定性，电池
容量决定最大续航，材质则影响
散热、手感和使用寿命。“千元上
下的筋膜枪差别感不是太大，几
十元和一两百元的，冲击大、不
稳定、振幅和力度时大时小。”

业内一位厂商坦言，筋膜枪
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但品牌溢价
程度高。据他介绍，一款市场价
1599元的筋膜枪，进货价只需
480元。国外品牌刚进入国内
市场时，售价至少三四千元。

此外，质量参差不齐是消费
者对筋膜枪吐槽最多的问题。
杭州的王先生投诉，从购物平台
上花1000多元购买的筋膜枪外
包装简陋，没有经过封装处理，
包装盒上也没有品牌、厂家等标
识，“用起来枪头处有滋滋的异
响声”。

在聚投诉和黑猫投诉等投
诉平台，从去年6月至今，不断
有消费者投诉购买的筋膜枪没
有“三包”，质量不过关，还有人
遇到充电器爆炸的情况。

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康复医
院院长王家祥说，筋膜枪的电机
质量若不过关，使用时有烧坏的
风险，不合格的按摩枪头材质直
接接触皮肤有污染伤害。一位
负责器械采购的业内人士表示，
有商家卖的筋膜枪是由切割金
属和木材的曲线锯改装而成，存
在一定风险。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卖家都
宣称筋膜枪具有放松肌肉、缓解
疲劳、减轻酸痛等功效；有的在
此基础上主打减肥瘦身；有的说
能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和腰椎间
盘突出，“一次就能达到很好的

疗效”“哪疼打哪儿”“哪难受打
哪儿”成为普遍宣传标语。这些
堪称“神奇”的宣传，实际功效到
底如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
学科康复师苗欣介绍，筋膜枪的
原理类似于深层肌肉刺激仪
（DMS），通过机械不同频率振
动刺激肌肉组织新陈代谢，理论
上可以起到放松和缓解疲劳的
作用。但目前还缺乏严谨的临
床科研证据证明其疗效。

李雯解释，振动针对的是肌
肉、肌腱或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最多起放松作用，并不会有减肥
效果。王家祥也认为，市场上热
卖的筋膜枪，只能做到浅层次肌
肉放松，接触不到深层次肌肉，

“不具备治疗功能，更不是万能
的，实现不了一些商家承诺的所
谓‘疗效’”。他同时提醒，筋膜
枪使用不当，不但不会缓解疼
痛，还可能刺激血管，导致肌肉
痉挛。

亟须出台生产标准
加强市场监管

业内人士介绍，筋膜枪不属
于医疗器械，生产和销售不需要
许可资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行
业和国家标准。常州市体育医
疗科研所副所长刘云清认为，筋
膜枪近一两年在国内流行开来，
还属于新兴产品，应尽快制定标
准。建议有关部门在标准出台
前，针对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加
强市场监管。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邱宝昌表示，筋膜枪不属
于医疗器械，以预防和治疗等功
能进行宣传，属于虚假宣传和夸
大宣传，涉嫌违反广告法和药品
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多位康复科医学专家提示，
筋膜枪的使用存在一定风险。
频率振动大，会将血栓栓子或者
斑块振动掉，通过血液流动堵到
器官，导致栓塞，不适宜患有血
栓性疾病、出血性疾病等基础疾
病的消费者使用。同时，不建议
在颈椎、椎体、头颅等敏感部位
和重要脏器以及中枢神经系统
周围进行振动。

“如遇疼痛等运动损伤，建
议及时就医，不要随意使用筋膜
枪来进行自我治疗，可能会适得
其反。”李雯说。

据新华社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随
着群众生产生活加速向网上转
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应高发
多发：一些网民有的因申请贷款
被诈骗；有的被诈骗分子谎称

“兼职‘刷单’可以赚钱”诈骗；有
的在网上购物被冒充客服的人
员诈骗；有的因网络交友、网络
赌博被诈骗。此外，冒充公检法
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仍然使不
少群众上当。据了解，以上5类
案件占目前全部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的比重超过70%。

例如在贷款类诈骗中，诈骗
分子引诱被害人登录虚假贷款
网站或下载APP，然后仿照正规
贷款平台流程，要求受害人填写
相关个人信息，最后再以交纳手
续费、保证金为由，诱骗被害人
转账汇款。

在虚假购物类诈骗中，诈骗
分子以低价推销商品、服务，再
以手续费、订金、预付款等理由
要求受害人先付款，待收到钱
后，将被害人联系方式“拉黑”或
者直接失联。

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在各种
QQ群、微信群、招聘网站中发布
兼职信息，声称招募兼职网络

“刷单”，以高额佣金为诱饵诱骗
当事人上钩。第一次小额的佣
金往往会兑现，待当事人“刷单”
金额较大时，诈骗分子就会以系
统卡单、错误等理由不予退还
本金。

公众应当如何提防这些形
形色色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二级巡视员
郑翔介绍了几个“小贴士”：广大
群众要牢记，凡是“网上贷款需
要先交钱”的不要相信；凡是“网
上兼职‘刷单’刷信誉”的不要相
信；凡是“退款退税需要先打钱”
的不要相信；凡是“网络购物以
手续费、订金、预付款等理由要
求先付款”的不要相信；凡是“自
称公检法电话要求转账”的不要
相信。同时，不轻易登录陌生网
址链接、不轻易添加陌生QQ和
微信、不轻易下载陌生APP、不
向陌生账户转钱。

“黑灰产”推波助澜
诈骗群体“裂变”趋势明显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
代表的新型犯罪持续高发，已成
为上升最快、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犯罪。郑翔介绍，当前，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发案总量不断上升；
犯罪团伙大多隐藏在境外；作案
手法组织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
高；诈骗团伙作案目标性强；为
诈骗团伙提供服务的“黑灰产”

在不断扩大。
互联网时代，“非接触”式作

案大大降低犯罪成本，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群体呈现逐步泛化的
特点。“今天还是员工，明天就成
团伙老板。”浙江省嘉兴市公安
局南湖区分局民警孙敏虎说，诈
骗群体“裂变”趋势明显，一个诈
骗集团被解散或被打掉后，其他

“员工”迅速招兵买马，成立若干
新的诈骗团伙，继续实施诈骗。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反诈
中心民警刘益表示，当前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实施的对象从不特
定向特定转变，对受害群体进行
精准分析，甚至出现“个性化定
制”的诈骗手法。

庞大的“黑灰产”也是电信
网络诈骗迅猛发展的幕后推手，
为诈骗集团提供大量公民个人
信息、手机卡、银行卡以及洗钱
套现、市场营销、技术支撑等服
务。公安机关侦破的多起贩卖

“两卡”专案中，抓获的犯罪嫌疑
人多达成百上千人、缴获“两卡”
数量有的以吨计。

打击力度前所未有
高发类案件得到遏制

近几年，全国开展了多轮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记者采访发现，各地
全力推进打击、治理、防范工作，
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2019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20万起、抓获嫌疑人
16.3万人，同比分别上升52.7%、
123.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
义介绍，2020年以来，公安部继续
组织开展专项打击，坚持立足境
内，全力铲除诈骗窝点，重拳整治

“黑灰产”，加强预警防范。今年
上半年，面对网络贷款、网络“刷
单”、“杀猪盘”、冒充客服等4类高
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公安机关
共捣毁窝点2460个，抓获嫌疑人
1.9万名，破获案件2.3万起，高发
类案件得到有效遏制。

在严厉打击为电信网络诈
骗提供服务的“黑灰产”犯罪方
面，公安机关共捣毁犯罪窝点
7200余个，查处“黑灰产”犯罪嫌
疑人3.2万名；对诈骗窝点集中、

“黑灰产”泛滥、行业问题突出的
重点地域实施红黄牌警告和挂
牌整治制度，压实地方主体责
任，铲除犯罪土壤。

此外，公安机关强化技术反
制和资金拦截，累计拦截诈骗电
话1.2亿个、封堵诈骗域名网址
21万个，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
失666亿元，“96110”反诈预警
专号累计防止561万名群众被
骗。 据新华社

公安部7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共破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0.1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2万名，同比分别上
升73.7%、78.4%。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式新型网络犯罪快
速上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多轮打击整治行动。高压之下，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为何屡禁不绝、边打边冒？面对诈骗分子层层伪装、
环环设套，老百姓应该如何识别骗局，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黑灰产”推波助澜
——— 高压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