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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网络配镜踩过这些“坑”

粉丝数过万的网店商品栏中，
罗列着各式各样的眼镜框。消费者
只需轻点几下，备注近视度数，一两
天后就能收到心仪产品。

来自天津的宋妮便是被网店里
的高颜值眼镜吸引。“在网上刷到了
一个很喜欢的镜框款式，感觉在线
下很难找到一样的，所以就在网上
配了。”她表示，除了对款式“一见钟
情”外，也是觉得方便，因为此前已
经在医院验过光测过度数了，所以
她觉得在网上配也是一样的。可结
果却让她大失所望。下单几天后，
她收到了商家寄来的眼镜，“我选的
是蔡司泽锐的镜片，可是戴上之后
头晕目眩。”于是她带着眼镜前往线
下机构进行检测，发现镜片度数偏
高、瞳距也过宽，并被告知这一款式
的镜框并不适合作为近视眼镜框。

吸引刘林致的则是线上配镜低
廉的价格。在学校眼镜店验完光
后，她火速在网上下单。“镜片不是
什么大牌，一共才花了两百多块。”
她告诉记者，自己给商家的左右眼
数据都是425度，可是收到眼镜之
后感觉看东西有些模糊，戴了几天
后，不适感越来越明显。于是，她在
线下机构测了一下眼镜度数，发现
一个镜片是425度，另一个镜片则
是450度。

“检测人员还告诉我瞳距也没
有弄好，框架也有变形，不能再继续
戴了。”最终，她重新在线下配了一
副六百多元的眼镜。“之后不会在网
上配镜了，还是不能贪便宜、图省
事。”

记者发现，网上配眼镜，除了镜
片品质，售后服务也是一大“槽点”。

尽管多数网店会强调“七天无
理由退换”，但很少有消费者注意到
页面上的一行小字——因镜片一次
打磨成型无法二次使用，所以镜片

不支持七天无理由服务。
“我收到货之后觉得疲劳感明

显，眼睛很疼，想退货。可是找网店
客服反映，对方的态度很不好。”来
自江苏的陈墨说，商家强调眼镜肯
定没问题，只能退镜框，不能退镜
片。

眼科医生：
不建议在网上配镜

浙江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吴震宇
介绍，当前公众配镜需求主要有两
大类，一种是普通的框架眼镜，另一
种是功能性框架镜，功能性框架镜
又包括中老年群体需求较多的渐进
多焦点镜片（能同时满足近视和老
花需求）、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离焦框
架镜等。

“功能性镜片涉及瞳高等复杂
参数，所以绝对不建议在网络上配
镜。”他说，而针对普通的框架眼镜，
不仅要看得清晰，还要戴着舒适。

“网络配镜的确存在一定的优势，但
也容易出问题。”

他分析，首先，在清晰度方面，
得到准确验光数据之后，网络商家
在磨镜水平、瞳距参数、散光轴向等
细节方面能否精准把控有待商榷。
其次，在舒适度方面，镜框眼镜、镜
片和面部轮廓、耳位等是要相配的，
一般来说需要根据试戴情况对镜架
的鼻托、前倾角、松紧度等进行微
调，而网络配镜显然无法完成这一
步骤，购买者很可能需要前往线下
店铺进行调整。

吴震宇还提醒，一般来说，验光
的第一步是电脑验光，也就是用电
脑验光仪进行一个大致度数的测
量。第二步才是主觉验光，即通过
被检查者戴上矫正镜片后对改善情
况进行判断。

“许多人一知半解，拿着电脑验
光单就去网上配镜，很可能导致购
买的眼镜度数和实际度数不匹配。”

其实，除了清晰度和舒适度的
考量之外，网络门店的正规与否，也
会影响镜片质量，关键指标如保质
期、折射率等很可能“掺假”。

此前，记者走访了杭州某线下
眼镜店，店内工作人员王俊平认为，

“外行人挑选镜片全凭店铺页面介
绍，很可能掉入商家‘陷阱’。”他举
例，知名品牌蔡司镜片有很多系列，
店家有可能拿最便宜的一款或是蔡
司旗下子公司的品牌来做噱头，消
费者可能就会以为是一样的。

业内人士介绍，蔡司镜片具有
全国统一价目表，但是每个店铺在
折扣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导致
售价不同。“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如
果网上价格和统一标价差得太远，
一定要留个心眼。”

网络配镜有风险
消费者如何维权

由此来看，不管是选择正规店
铺还是便宜小店，网络配镜都存在
风险。如果线上配镜产生不适，会
对人体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吗？

吴震宇坦言，自己遇到过不少

在线上配镜后因为度数不匹配或轴
向不对前来二次验光的患者。“其实
这些情况，倒也不一定会导致什么
器质性的损害，但是会有一些功能
性的问题，比如佩戴不舒服、眼部疲
劳酸胀加重等等。”

那么，对在线上配镜又退货无
门的消费者来说，该如何维权？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
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表
示，一般的验光配镜很难界定为是
一种医疗行为。“如果消费者在网上
配镜时遇到镜片质量参差不齐、售
后服务不够完善等问题，最终还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来进行维权。”

不过，业内专家也指出，尽管一
般配镜并不属于医疗行为，但毕竟
涉及到眼部健康，还是应谨慎对
待。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
长谢立科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
指出，从整个视光行业来看，国家应
明确整个配镜行业的监管部门，多
头管理很可能最后会成为“无人管
理”。其次，要严格把控配镜机构和
配镜人员的资质。此外，还要对镜
框、镜片，包括隐形眼镜形成一个标
准的质量评价和价格规范体系，并
建议从法律层面对整个行业进行规
范，明确惩处措施，提高违法成本。

“总的来说，尽管当下网络配镜
存在一定优势，但是站在医生的角
度，我还是会建议公众去线下配镜，
通过完整的试戴调整流程来确保清
晰度和舒适度。”吴震宇强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妮、刘林致、
陈墨、王俊平均为化名）

“线下上千，线上一百！”

套路多维权难，网络配镜没那么“香”

利用FaceTime诈骗
频发，苹果客服回应

在今年5月，杭州的林先生在
十几通备注为“微信客服（工号
XXXX）”的 FaceTime 电话“轰
炸”之下，原本“意志坚定”的他还
是轻信了骗子“‘微粒贷’贷款利率
过高会影响征信”的说辞。直到银
行账户被“划走”了30余万元，他
才意识到上当了。

FaceTime 是 iPhone 手机内
置的一款基于网络的视频通话应
用。通话界面中有一个“屏幕共
享”的图标，点击开启“屏幕共享”
功能后，会把屏幕上所有操作以及
显示的内容，包括短信、微信、银行
支付密码、手机验证码等重要信
息，都会同步给对方。

更重要的是，用户FaceTime
可以随意更改显示的昵称。

“骗子一般会把昵称改成某某
公安局，或者某某反诈中心，受害
者如果没有反应过来，就有可能会
以为自己涉案了，从而恐慌影响判
断。”杭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
罗永此说，就连杭州警方也曾被

“李鬼”冒名过。
对此，苹果官方客服表示，

FaceTime时显示的昵称就是用户
Apple账户设置的名字，确实可以
随意编辑。

此外，该客服称，FaceTime通
话里确实有屏幕共享的功能，但是
在发送共享要求时对方会收到“要

不要加入共享屏幕”提示，如果不
接受的话不会自动共享。但需要
注意的是，只有在开始时会收到提
示，共享之后不会再反复提示。

至于未来苹果方面是否会对
该功能进行升级或修改，苹果另一
名客服称，会将类似问题向上反
馈。

警方：强烈建议关闭该
功能

其实，这并不是杭州市公安局
反诈中心第一次发布关于iPhone
手机“FaceTime”功能的预警。

“这条短信，从去年开始我们
已经群发过好几轮了。”罗永此称，
从去年开始，利用“FaceTime”功
能实施的诈骗案件陆续多了起来，
也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诈骗的类
型主要包括冒充公检法、虚假征信
等。

罗 永 此 说 ，其 实 骗 子 利 用
FaceTime功能进行诈骗，依旧是
原有的诈骗话术和套路，改变的只
是通联的方式。

需要提醒的是，任何官方平
台，包括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
FaceTime来电开展工作，如自称
是“公检法”或网贷、电商等平台跟
您联系，应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与相
关部门核实，请勿轻信陌生来电。

收到陌生FaceTime来电，不
要理会，直接挂断，如不使用该功
能，强烈建议关闭 FaceTime 功
能。

诈骗频发，警方强烈建议关闭手机这项功能
苹果客服回应：不要接听陌生FaceTime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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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浙江杭州不少市民收到
一条来自10086的短信：【杭州公安提
醒】近期针对iPhone手机的诈骗案件
频发，苹果手机“Facetime”功能成主
要“帮凶”……

无独有偶，因一个FaceTime视
频电话，江西南昌的卢女士（化名）银
行卡内的钱款，也险些被转走。

民警强烈建议关闭 FaceTime
功能。

对于上述相关案件和警方的建
议，苹果客服28日对媒体表示，一般
官方不会通过FaceTime 来联系个
人，如果不经常使用还是建议关闭该
功能，要使用的话注意不要接听陌生
FaceTime来电。

综自中新经纬、中国新闻网、潮新闻等

步骤一：诈骗分子发送FaceTime电话邀请，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声称
被害人涉及电信网络诈骗，如不及时处理将会冻结资金，给被害人制造心
理恐慌。

步骤二：引导被害人点击非法链接，开启手机实时屏幕共享功能，或引
导被害人打开陌生网站联系“相关人员”。

步骤三：诱骗被害人将手机权限移交给诈骗分子，或引导被害人打开
银行或其他网贷平台进行贷款，承诺审核通过后会将钱款原路返还。待被
害人转账完毕，将FaceTime视频电话挂断并失联。

打 开
iPhone 手 机

“设置”，在所
有 App 里找到

“FaceTime 通
话 ”选 项 ，选
择关闭。

关闭方法

FaceTime诈骗手法分析

除了苹果手机外，其他品牌手机也有类似功能，大家要时刻保持警
惕，在通话中涉及到征信、转账的就是诈骗电话！不要轻易向陌生账户
转账，汇款前要多方核实，遇疑请拨反诈专线96110咨询。一旦被骗，请
及时拨打110报警。

警方提醒

“线下上千，线上一百！”“365天质保，只换不修！”“款式多
样，闪电发货！”

眼下，网络配镜正成为一股热潮，凭借便捷和低价吸引了
大量年轻消费者。不过，伴随着“真香”一起出现的还有不少

“踩坑”教训，如眼镜度数不准确、镜片质量不佳、售后服务不到位，等等。
有网友戏称：“是否称心，全凭运气”。

“线下验光线上配”，真的靠谱吗？
据潮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