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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中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宠物逐渐变为许多家庭的一分子，宠物医疗市
场迅猛发展。然而，部分宠物医院收费不透
明，存在过度检查、“以病谋利”现象，让很多宠
物主苦看病、看病苦，但为了心爱的宠物又不
得不全盘接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难躲的宠物难躲的宠物 看病看病““刺客刺客””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宠物医院”为关

键词进行查询发现，相关投诉已多达1484件，
宠物医疗费用不合理、过度医疗及误诊、到店
加价等成为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国联证
券统计显示，给宠物看一次病，手术费在5000
元以上。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以猫主的身份走访多
家连锁宠物医院。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一
家连锁宠物医院，服务人员向带猫来洗澡的记者
推销体检服务，记者随即询价发现，该宠物医院
价目表“未更新”，许多项目标价与实际不符。面
对价格不透明的质疑，服务人员甩锅“问医生”，
并表示药品需要随时更新，“价格公示做不到”。

在与多家宠物医院医生沟通时，记者发现
“因宠物不会说话”，几乎所有医生都主动提出
要先做全身体检，就诊流程不透明、诊疗收费
不透明、用药价格不透明等现象较为普遍。以
猫咪骨折“内固定”手术为例，有的医院报价
8000元，有的报价3000元，差距很大。此外，
给宠物拍个CT也动辄收费上千元。

诸多不透明给本就不对等的宠物就医环
节埋下安全隐患。北京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她家猫生病，医生说需要吃动物消炎药“速诺”，

“吃两周才会痊愈”，就给开了28颗，共420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宠物主抱着“为

了看好病”的心态，为宠物看病买单，部分宠物
医院甚至拿看病做筹码以此敛财。“90 后”刘

女士告诉记者，她家猫咪因尿闭在亦庄某宠物
医院治疗，第一天就被签免责协议，每天输液
近千元，花光所有积蓄后她拒绝再续费，医院
要求她签署弃养协议，“钱也花了，猫也没了”。

部分宠物主告诉记者，部分宠物殡葬公司
与宠物医院强绑定，也存在价格乱象。记者随
即联系一家宠物殡葬公司，5千克的宠物单炉
火化标价800元，而相同类型的宠物火化在另
一家公司标价299元。该宠物火化殡葬服务
中心店主介绍，因为缺乏统一标准、价格不透
明，各家价格比较混乱。

行业井喷增长下发展行业井喷增长下发展““阵痛阵痛””
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2023年我国城镇犬

猫数量将达12307万只。《2022年中国宠物医疗
行业白皮书》显示，2022年全国宠物诊疗机构
数量达19930家，宠物医疗市场规模约675亿
元，并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一边是“它经济”
欣欣向荣，一边却是宠物看病难、看病贵。

一位从事动物医学30多年的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我国动物医学经历20世纪80年代“机
械替代牲畜”低潮期，20世纪90年代“城市限
养”动荡期，尤其是2013年资本进入后连锁经
营飞速扩张，一改以前“夫妻店”模式，大大小小
的宠物医院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逐渐形成新瑞派、瑞鹏、瑞辰三足鼎立。

资本是把“双刃剑”，带来行业变革的同
时，也导致了盈利优先、兽药滞后、兽医培养

“揠苗助长”等发展阵痛。
兽医培养兽医培养““揠苗助长揠苗助长””

资本的扩张发展，也给兽医行业带来利
好。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副院长李格宾
介绍，行业高素质人才缺口非常大，毕业生现

“抢人潮”，许多同学还没毕业就已被预订；招生
端同样火热，五年制本科近年来的招生分数逐

年升高，大学二年级转专业招录比达到10选1。
业内人士介绍，培养一名高素质的兽医人

才，需要本科五年、临床三年，倘若出国深造，
还需三至五年时间，而目前我国执业兽医缺口
在30万人，故两年临床的执照医生就上手术
台、刚入职的实习医生就代开处方的问题时有
发生。江苏省消保委调查显示，12.27%的消费
者称遇到过医生缺乏资质的问题，部分诊所还
存在医生无证的情况。

盈利优先盈利优先
盈利重压也导致“快消理念”风靡。一位

连锁医院医生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早会都要汇
报营业额，门店间每月都有评比，医生薪水计
算方式也有完整的KPI，手术开单、药物金额、
邀约客户、检查比例等都在细化考核明目内；
有的医院扩张过快，高薪挖人后付不起医生工
资，造成过度竞争；而以快速盈利为目标的“快
消理念”，逐渐背离“医者仁心”的初心，导致许
多优秀临床人才平均待两年受不了就会离职。

业绩要求下，行业“院快药慢”矛盾突出。
在宠物医院，检查费用往往比治疗费用
高。业内人士坦言，宠物医疗设备价格
高、使用率低且没有医保支持，导致分摊
成本较大，而近年来随着宠物医院迅速
扩张，门店“跟风式”添置医疗设备，带来
资源浪费，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近年来，宠物医院频频因“人药兽
用”被监管部门处罚。以北京市西城
区卫健委公布的行政处罚公示为例，
仅 2023 年 1 月至今就已有 12 起，萌兽
天桥、美联众、博望、宠爱等宠物医院
均在近年被行政处罚。
业内建议业内建议：：加大宠物医疗政策监管力度加大宠物医疗政策监管力度

针对宠物医院乱象，早在2022年10

月，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在北京等全
国20个城市开展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
动。

记者了解到，由于宠物医疗收费未纳入政
府定价范围，即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管
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也还需尊重市场
定价，寄希望于通过供求关系等市场化手段来
实现自发调节。

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宠物服
务纠纷消费者举证难是主要问题，涉及繁育、
清洁、医疗、寄养等内容。中消协公开呼吁，有
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宠物服务、售后等相关规
定，加强对相关市场的规范和引导，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

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建议，应区分伴侣宠
物和畜禽经济动物，推动伴侣宠物保护立法；
相关部门应探索用制度规范动物诊疗项目定
价标准；建立红黑榜制度，由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发布动物诊疗机构红黑榜，促进宠物医疗
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宠物医院咋就成了看病“刺客”？

六月份是考试季，高考、中考等大型考试
相继拉开帷幕。在各类技术加持之下，如今中
高考等大型考试，已进化出一套严密的防作弊
体系。想在考场上动歪心思？先看看黑科技
是如何见招拆招的吧。

作弊作弊，，用上五花八门高科技用上五花八门高科技

随着技术进步及可穿戴设备的发展，给一
些考场带来了五花八门的作弊方法。常见的

“作案”工具从原来的小抄、橡皮，变成了手机、
智能手表、隐形耳机等更有科技含量的器材。

隐形耳机一直是被严查的作弊工具。它
像米粒一般大小，藏在耳道里不易发现，常被不
法分子拿来作为远程代考代答的收发器。不
过，带入考场后，依然可能被反作弊手段屏蔽。

如今，米粒耳机已升级成了口腔骨传导耳
机。其原理是通过骨骼来传递声波，作弊者只要
将其直接放入口中，用牙齿咬住，就能通过振动，
听到场外传来的答案，比米粒耳机更加隐蔽。

除了骨传导耳机，还有智能眼镜，眼镜上
面有一个摄像头，可以扫描试卷上的题目，并
且传到外部同伙手上，同伙完成答题再将答案
传进来。

除了智能眼镜，智能手表也是作弊分子的
一大利器。虽然这款手表跟普通智能手表没
什么太大区别，但可以查看各种格式的文件，
并且能够调出方程式到屏幕上。还有一种智
能笔，其设计初衷是方便人们将写在纸上的草
稿（文字、图形等）轻松转为电子文档。不过，
如果被不法分子盯上，也有可能用在作弊上。

如今，虽然不法分子的作弊手段日新月
异，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打击作弊的黑科
技也在不断升级。

监控监控““全家桶全家桶””，，分分钟让作弊器变废铁分分钟让作弊器变废铁

为更精准有效地检测手机等电子设备，今
年我国多地在高考考点外配备了智能安检门，
对考生是否随身携带手机等移动设备、金属物
品进行精准定位式检测。

只要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经过，智能安检
门就会发出“哔哔”的报警声。同时，在安检门
上方的显示屏上，会清晰标注出手机的具体位
置。除手机等电子设备外，若考生佩戴金属制
品，也会被检测出来，确保电子设备“带不进”

“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
山西大同市还为各考点配备了智能安检

设备和无线电压制器，考场配备“三合一”身份

验证设备、金属探测器、5G信号屏蔽设备和视
频监控设备。所有考点、考场、保密室的电子
监控系统，都与国家教育部门联网，彻底阻断
利用现代化通信工具舞弊的渠道。

安徽则启用了全新考试保障系统，在重要
考场学校架设了共计30余套监测终端，不仅可
以自动发现无线电信号、解析解码，还能报警提
醒，最大程度提高无线电保障的范围和效率。
一些考点配备的无线监听探测仪，专门打击隐
形耳机等无线信号收发器。这类反作弊仪器
一手可握，能对检测场所内的各类无线设备进
行定位和检测，必要时还能录音作为作弊证
据；因此你以为自己逃过了监考老师的双眼，
没想到这个设备早就掌握了你的一举一动。

以前在机场车站专用的安保检测设施，现
在也开始在考场上应用，如检测门、手持频谱仪、
金属探测仪等，设卡通关，作弊器藏在体内都能
查出来。有些仪器还能实时定位无线信号设备
的数据、位置等信息，并上传至主机系统，当场即
可找到信息传送者，“秋后算账”也证据确凿。

作弊设备即使侥幸带进去，还有“信号屏
蔽器+无线隐形耳机探测仪+无线电信号监测
车”，全方位监控“全家桶”，分分钟让你的作弊
器变成废铁。

磁弹枪磁弹枪：：狙击狙击““黑飞黑飞””无人机无人机

高考首日，在济南中学考点，磁弹枪亮相
考场周围。磁弹枪可以防止新型高科技作弊，

它是用电磁力发射金属弹丸，具有威力大、精
度高、噪音小、不受气候影响等优点，可以狙击
黑飞无人机传递作弊器材和信息，从而有效打
击作弊行为。

不少网友表示大开眼界，毕竟大多数人对
于高考防作弊的印象，还停留在信号屏蔽车
上，虽说考场如战场，但如此“真枪实弹”，还确
实是第一次看到。

也有很多人表示好奇：磁弹枪到底是如何“发
枪”的？业内人士解析，所谓的磁弹枪，并不是真
的有子弹发射出来，而是一种无线信号干扰器。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无人机的无线通信
系统：首先，发射机将数据进行一系列编码和
调制，接着，以电磁波形式向信道中辐射传输，
最后，由接收机接收电磁信号。

不难看出，如果在开放的信道中，对传出
的信号进行人为干预，就有机会实现对无人机
的反制。如果我们使用信号干扰器，发射出大
功率干扰信号，将原信号完全淹没在大功率噪
音中，就能使接收机几乎或完全不能从中解析
出正确信号，从而丧失通信能力。

AIAI监考监考AIAI阅卷上岗阅卷上岗

考场要求前后配备摄像头，校市省三级监
控。除了人工监控，不少省份还开始引入AI
监考机器人。

AI防作弊，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在
短时间内，快速对所有考场的视频文件进行分

析判断，检测出考生的疑似违规行为，各级考
务工作人员再对可疑对象进一步甄别判断，并
依据相关规定做出处理。

考场摄像头拍摄到的所有画面，都可以被
AI快速检测，通过对考生动作的骨骼行为分
析和安全区域电子围栏，当考生出现可疑动作
时，系统就会对违纪行为进行提示和报警。也
就是说，考生漂移的眼神和手上的小动作，都
逃不过AI监测。

考生的异常行为会被全记录和截取视频
图像，并上传到云端，留存作为电子证据，同时
形成完整的考场智能分析报告。

除了AI监考，AI阅卷也开始亮相高考等
大型考试。为了避免考生偷看别人的答案，一
些考试的试卷，会采用“一卷多版”的办法，即
题号和问题相同，但选项顺序不一样；或者干
脆采用题号、选项、排版都错位的“错位排版
法”，这样的答题卡如果由老师评卷，极容易产
生混淆。但AI不会，它能高速、准确地完成客
观题的评分，所以“AI阅卷”其实是防作弊的
有效手段，也是客观题评分质量的保障。

这还不算完，一些大型考试的所有考点都
有实时监控和同步录像。就算个别考生特别

“幸运”，作弊没有被当场发现，在考试结束后，
也会有专人对所有考场录像资料回放审查，那
时一切小动作也会无所遁形。

指纹指纹、、指静脉识别指静脉识别，，让让““枪手枪手””变透明人变透明人

用来作弊的，不只有工具，还有工具人——
枪手。不过，你以为伪造个身份证、准考证就能
混入考场替考？

在“人脸识别+指纹验证+虹膜识别+刷身
份证”等联合认证下，“枪手”变得不堪一击。

在一些国家级大型考试中，除了身份证核对
和指纹识别，越来越多省份开始加入人脸识别。

例如北京今年高考所有考场门口都增添
了人脸识别设备，考生都要通过一台考试终端
系统“刷脸”进场，1秒内即可准确核验身份信
息，杜绝替考的可能。

如果两个人长得很像，或者干脆就是双胞
胎，这样会不会骗过人脸识别系统呢？为了弥
补这一缺陷，一些地方又升级了新的身份识别
系统——指静脉验证。

指静脉验证属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它利
用血液中的血红素吸收红外光的原理，采集肉
眼无法看到的手指内静脉分布图，作为识别身
份的依据。 本报综合消息

揭秘考场上防作弊的硬核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