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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应性皮炎的发病率呈现不断上
升的趋势，这和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的环境
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特应性
皮炎患者生存状况调研报告发布会上，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
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高兴华教授这样提示公众。

中国特应性皮炎
患病人数约千万

高兴华教授介绍，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是一
种难治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以反复发作
的剧烈瘙痒和皮疹为主要临床表现，患者常合
并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其他特应性疾病。据估
算，中国特应性皮炎患病人数约为千万。由剧
烈瘙痒引起的睡眠缺失及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着
患者生活质量，同时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
巨大的经济负担。

一项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联合赛诺
菲中国发起的调研，显示了我国中重度特应性
皮炎患者的真实生存现状：频繁、持续和强烈的
瘙痒是患者的典型症状；发病年轻，过半数受访
患者的第一次确诊年龄小于20岁；病程长，受访
的患者受疾病困扰平均近达10年。

71.2%的患者
曾有被歧视经历

调研显示，特应性皮炎患者工作生活受困，
心理问题不容忽视：有46.5%的重度患者无法工
作和学习，45.8%的重度患者难以进行正常社交
活动，缺乏自信，甚至有超过10%的患者有过自
杀念头，近2%的患者实施过自杀行为。

而大众对疾病认知不足：有71.2%的患者遭
受过被歧视的经历，还有 42%的患者被认为是
传染病，不少患者曾因特应性皮炎被他人拒绝

握手、接触和服务。
诊疗现状则更让人忧虑。社会及医疗负担

沉重：过去一年，有22%的患者治疗特应性皮炎
的年支出大于 12000 元，68.7%的患者一个月内
平均前往门诊1-3次。

减少瘙痒症状和皮疹尽快恢复是特应性皮
炎中重度患者最迫切的治疗需求。75.7%的医
生认为现有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差及不良反应
多；33%的患者希望使用副作用少的药物。

把症状控制住
就是比较理想的治疗状态

缺乏安全有效且可长期使用的治疗手段是
特应性皮炎患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特应性
皮炎的治疗方法以外部用药如局部外用糖皮质
激素，口服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为主，但长
期用药可能会带来副反应，临床仍缺乏有效且

安全的手段。
高兴华教授介绍，目前创新靶向生物制剂

为患者带来了治疗新选择，患者通过规范积极
地治疗和管理，瘙痒和皮疹症状其实可以得到
很好的控制。患者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中国
AD 之家”获取更多特应性皮炎科普和防治
知识。

“有一些患者询问，像达必妥这种靶向生物
制剂会不会含有激素？会不会依赖？我们通俗
地讲，达必妥实际上是在体外制作了针对特应
性皮炎这个细胞因子的抗体，然后输入到体内
去，把这个细胞因子功能阻断，这样症状就控制
了，本质上来讲它是合成的一种蛋白，所以肯定
不是激素。”高兴华教授介绍说，“至于依赖问
题，我们需要明确，特应性皮炎这一疾病本身就
是这个特点，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复发，用药之后
能把症状控制住就是比较理想的治疗状态，它
和依赖并没有关系。”

约千万人遭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痒”

试用期变“白用期”

刘洋是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经过一番
“海投”终于找到了工作，并和公司商议试用期3
个月。“疫情期间工作不好找，公司说试用期没
工资，我想着熬一熬就过去了，于是便答应了。”
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试用期结束公司却拒绝
给他转正，也不支付任何工资。刘洋不愿再耗
下去，选择了离职。

“之前的工资很难要回来，就当长个教训
吧。”刘洋说。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忠
琦律师表示，试用期“白用”是初入社会的毕业
生们最常遇到的情况。但实际上法律明确规
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
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
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
资标准。“否则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他提示。

王忠琦说，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可以以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但应有充分依据。如存在随
意解除合同之嫌，法院在审理时会要求用人单
位对“不符合录用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若不能
举证，不排除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试用期也有时间期
限。”王忠琦介绍，劳动合同期限 3 个月以上不

满 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1个月；劳动合同期
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
用期不得超过 6 个月。而且，同一用人单位与
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职场“隐形陷阱”花样多

记者调研发现，职场还有花样繁多的“陷
阱”，甚至披上“隐形外衣”，专“坑”职场新人。

安徽的应届毕业生小张告诉记者，他怀疑
自己在不久前遭遇了“培训贷”。小张说，自己
大学毕业后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应聘了一家通信
工程公司，公司说为储备所需人才，会安排小张
进行相关业务实训，但培训费要小张支付，公司
再以补偿的形式分两年补给小张。为了顺利拿
到offer，小张与公司签订了一份《就业保障及实
训合同》。

小张回忆，当时刚毕业没钱交培训费，公司
就推荐小张贷款，并通过公司与贷款机构签
约。“这笔钱由贷款机构直接打进公司账户，我
要负责分24期偿还本息共1万余元。我当时考
虑，公司会以补偿的形式把这笔钱还我，还承诺
试用期有2500到3500元的工资，每月几百元的
贷款本息也在我的偿还能力之内，所以就同意
了。”小张说。

随后小张被公司派到外地工作，其间公司

经理以微信转账的形式给小张转了培训补助
1300元，但一直未发放约定的工资。“询问后，经
理却说之前的 1300元就是工资，至于培训补偿
对方则提都不提。”

该拿的钱没拿到还背上了上万元的贷款，
小张很憋屈，“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纠
缠这个事，只能认栽。”

除了“培训贷”外，记者调研发现各类“职场
歧视”也是招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记者
在知乎等平台搜索发现很多关于“职场歧视”的
吐槽，其中包括性别歧视、身体缺陷歧视、地域
歧视、学历歧视等。

今年5月，一名女大学生就因招聘中的“性
别歧视”将公司起诉至法院，最终获得公司赔偿
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有受访法官表示，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就
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
歧视。“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常直接以歧视性
的事由对劳动者歧视对待，甚至还有通过隐性
的差别化方式歧视劳动者。”

毕业生劳动权益保障需加力

专家表示，近年来职场陷阱种类繁多，并不
断更新。的确有一些公司利用毕业生急切找工
作的单纯心理，为其“量身打造”骗局。

王忠琦介绍，“培训贷”就是以高薪为诱饵

吸引毕业生，在刚入职员工“培训费”上做手
脚。一些“被贷款”的毕业生甚至会按公司指
示，以劳动者个人名义向借贷软件进行贷款，如
没有如期还款，还会接到贷款公司的催收电话，
也曾出现过贷款公司恐吓、威胁贷款人及其亲
属的情况。

多位专家、高校就业指导老师表示，今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毕业生通过网上招聘、网上
签约等方式获得工作，更要保持警惕，了解清楚公
司背景，保障自己的权益。工资条、考勤表、视频、
语言、文字、图片等，都应作为证据保留好。

多位专家也坦言，目前毕业生劳动权益保
障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毕业生法律意识
欠缺，很少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处
罚力度不强、违法成本太低、诉讼成本较高等，
也造成毕业生很难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劳动争议
纠纷。“一个劳动争议案件，拖个一年半载很正
常，毕业生们耗不起。有时一个案件的赔偿金
额只有几千元，如果学生在外地，往返的交通费
都不够，而对企业来说顶多就是‘把该给你的钱
给你而已’。”

王忠琦等认为，高校应增加劳动法规和劳
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系统地
掌握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知识。此外，人
才劳务市场以及网络招聘平台等组织机构也应
在招聘时增设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强化应聘
者的维权理念。

试用期“白用”、培训“被贷款”……

“职场小白”需要躲避哪些“坑”？

盲盒指盒子里装有动画漫画、影视的周边
产品,或设计师原创玩偶,特别之处在于,盒子
里具体是什么,不会在盒子外部标注,只有消费
者打开盒子,才会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这种
充斥着不确定性的购物形式,带来极强的心理
刺激感。

为批量收割“后浪”的钱包,盲盒通常成系
列售卖。一系列 12 只,单只通常 60 元左右,也
有近百元的,运气好凑齐一系列,不包含隐藏
版、稀有款,会花费千元左右。

在玩家眼中,稀有度颇高的隐藏版玩偶独
具魅力,兼具收藏价值。玩家抽到隐藏版盲
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运气绝佳,堪比中彩票;
二是“端箱”，这是一种狂热玩法,即一次性购
入整箱盲盒，从而保证 100%抽到商家放在箱
中的形状特殊的隐藏版。一般来说,一个系
列有 12 只,一箱共 12 组,“端箱”意味着一次性
购买 144 只盲盒,如此操作代价高昂。

盲盒娃娃
一个千万级的市场

盲 盒 发 烧 友 的 显 著 特 征 是 年 轻 、开 销
大。闲鱼数据显示,盲盒交易已是一个千万
级市场。2018 年,闲鱼有 30 万盲盒玩家参与
交易,平均每年花费上万元收集盲盒。

购买力最强的消费者,一年耗资百万,其
中 Z 世代(1995 年到 2009 年出生的人群)占大
多数。95 后盲盒爱好者王同学表示,按盲盒
最低价计算,如每月“氪金”(花钱)千元,这种
购买能力,在圈子里顶多算中游水平。另一
名网友称自己在盲盒上花费超万元,特地订
制 娃 娃 展 示 柜 ——“ 家 里 一 进 门 就 像 展 览
馆”。

如同软性赌博,网友围脖认为,抽盲盒会
令人变成赌徒,着迷上瘾,心脏像坐过山车一
样,欲罢不能。

其实,盲盒中的玩偶都能以低价在二手平
台买到全新的,但很多人就是喜欢自己买自
己拆的“快感”。玩家在不知不觉中入坑,被
深谙人性的盲盒商家牢牢掌控,心甘情愿成
为“韭菜”,且粘性极强,赌徒变成囚徒,挣脱委
实困难。对此,知名盲盒企业负责人表示,很
多娃友在打开盲盒的一刻,要么惊喜,要么沮

丧,这早已从购买物品,转化为购买一种“心
情”。

收集癖是“娃爸娃妈”们沉迷盲盒的重要
诱因。那群曾经被干脆面集卡榨干零花钱的
小孩,现已成长为沉迷拆盲盒的青年。

“不集齐一个系列就难受。”有盲盒爱好
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一开始也是佛系
单个买,后来强迫症使我转向成套成套买。”

另外,娃圈社交属性也是 Z 世代“pick(选
择)”盲盒的理由。盲盒经济下游不少玩家热
衷改娃、换娃,“以娃会友”是一种走在潮玩前
沿的社交方式,也成为年轻人的消费驱动力。

在闲鱼上还出现了一些出名的改娃师,走
红娃圈。改娃师郭同学称,自己每月接七八
个改娃单,每只 300 元左右。

避免误入
瑰丽的消费圈套

行业分析师李姝钰认为,盲盒经济走红，
是在新一代用户消费水平提高、文创 IP 产业
链日趋成熟等背景下顺势而生。

不过，随着盲盒经济上行,极易衍生出扭
曲的二手交易市场,中间商刻意购买囤货、人
为制造稀缺性等误导消费者的案例已有发
生。

盲盒生意虽红火,但行业整体浮躁,负面
声音不断。其一,品控不过关,质量参差不齐,
有盲盒玩偶被曝甲醛超标。其二,品行操守
低劣,恶意透支市场，有知名盲盒企业因涉嫌
抄袭和虚假宣传,引发消费者集体维权的讨
伐浪潮。其三,对未成年人的消费观产生不
良影响。山东一名 12 岁女孩 3 天花上万元买
盲盒,这一社会新闻冲进当日微博热搜榜单,
未成年人盲目消费盲盒引发网友热议。

事实上，不限于盲盒,未成年人未经监护
人同意,进行较大额度手游充值、直播打赏,种
种案例早已屡见不鲜。

毋庸置疑，家长和老师应引导未成年人
形 成 良 好 消 费 观 ，避 免 误 入 瑰 丽 的 消 费 圈
套。同时，也有赖于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盲
盒经营模式,避免其畸形发展，给社会和青少
年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进入8月，应届毕业生们开始迈入职场成为一名“社会人”，但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他们却很容易落入职场“隐形陷阱”。从
试用期“白用”，到培训课“被套路”，“职场小白”们需要躲避的“坑”不少。

“一入盲盒深似海” 盲盒热背后的“赌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