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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整形》
健周刊责编

微信：zhlan1128

（上接A09版）

对于医美行业的乱
象，近年来，相关部门加
强了打击举措。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联
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严
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
项行动。其间，全国公
安机关共破获涉医刑事
案件、涉药品安全案件
1219件，抓获犯罪嫌疑
人1899名，捣毁制售假
药黑窝点 728 个，总涉
案金额近7亿元。

近期，北京等地也
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对各类医疗美容机构、
生活美容场所等进行规
范，严厉打击各类无证
医疗美容服务行为，保
障医疗美容服务市场秩
序的安全稳定，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在“运动式”的打击
之外，医美行业的健康发
展，也离不开各方合力。

专家表示，作为新
兴行业，医疗美容在发
展早期存在着无序竞
争、法制滞后等问题。
在此过程中，政府或者
行业协会有责任做好公
共教育，创造良好的产
业氛围。

有业内人士呼吁，
应持续加强医美行业的
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
非法行医、非法培训、非

法制品等行为，让整个
医美行业管理规范。

除了加强监督，国
家卫健委也表示，将发
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
以医疗美容等社会举办
医疗机构为切入点，充
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制定行业管理规范和技
术标准，规范执业行为，
维护行业信誉。

目前，我国整形外
科医生面临人才紧缺的
状况，医美市场的发展
速度远高于医美人才的
增长速度。因此，一些
民营医美机构缺乏医生
资质的现象十分普遍。

对此，专家表示，目
前大部分民营医院和部
分非教学公立医院的整
形外科医生通过参加会
议和培训班等方式学习
整形外科技术，这样做
很不规范。在一些国
家，要成为整形外科医
生，必须在3年至5年的
培训基础上再接受3年
的整形外科专科培训并
通过考试后才可获得执
业执照。专家建议，我
国应尽快建立整形外科
专科培训制度，加强整
形外科专科培训基地建
设，并逐步取缔非专科
医师的不规范从业。

综合人民日报海外
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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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业报告的估
算，中国医美市场规模
已超 2200 亿元。对标
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
长空间。然而，在旺盛
需求的支持下，医美市
场存在的各种乱象也遭
到频频曝光——

今年 1 月，安徽阜
阳一名年仅 23 岁的网
络女主播因整容失败跳
楼自杀；此前也有媒体
报道，贵州贵阳一名19
岁少女在隆鼻手术时，
发生意外死亡……

不 少 消 费 者 带 着
对美的追求走进整形
机构，可最终却陷入危
及生命的泥潭。那么，
老百姓应当如何甄别
专 业 的 医 疗 整 形 机
构？对待这个问题，专
家表示“很难”，资质不
足、假药泛滥、经营无

审批，正是目前市面上
整形黑机构存在的突
出问题。

专家介绍，很多非
法运营的整形机构也会
低价为消费者提供割双
眼皮、瘦脸针等整形项
目。“虽是小手术，但依
然对医疗设施的消毒，
环境卫生等有着严格要
求。如瘦脸针使用的药
品，很多小作坊无法保
证药品的用量甚至使用
失效药或假药。”

实际上，根据法律
规定，正规整容机构需
拥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且放置于显眼的位
置方便消费者查看；同
时，整形医生也需拥有
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
证、医学美容主诊医生
资格证等证书方可手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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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追求靓丽的外
表已不再只是女性“特
权”。随着经济水平的上
升和眼球社会的形成，不
少男性也走在了整形路
上。据专家介绍，这其中
有不少是艺考生或在校大
学生。

正在四川某影视学院
念表演专业的男生邵磊，
一直对自己的形象有着很
高的要求。和爱美的女孩
一样，邵磊告诉记者，同宿
舍的男生出门或录制短视
频节目前，都会精心打扮
一番。

而这个暑假，他即将
第3次走进整形医院，准
备进行垫下巴手术。

“哪怕以后进不了演
艺圈，做李佳琦那样的网
红也好。”在邵磊心里，因
为自己学的是影视表演，
所以外在形象会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自己未来的发
展。为此，邵磊自读大学
后，已在2年时间里分别
进行了双眼皮和腹部整形
手术，累计花费近 10 万
元。

像邵磊一样对长相追
求完美的男性不在少数。
医美行业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男性医美消费者平均
客单价是女性的2.75倍，
达到7025元，远远超过女
性平均客单价的2551元。

“男性整容不奇怪，但
进行多次或反复整容，就
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有心理
疾病了。”类似邵磊这样频
繁整容的行为，专家提醒，
不少人后来会演化成美容
手术迷，陷入“幻想丑陋”
的体相障碍之中。

专家解释，所谓体相
障碍，就是对自己的长相
或某个身体部位过分在
意，总觉得存在缺陷，曾有
整形者对自己的嘴角进行
过13次手术，“他们会不
断进行修复，即便看上去
并没有他们描述得那样不
堪”。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
由于医疗美容市场仍存在不少
问题，医疗美容一旦处理不当，
不仅无法“变美”，甚至可能危
害生命，让微整形变成“危”整
形。

2018年4月，武汉市民赵
小姐在私人整形工作室接受微
创手术后出现脸部肿胀、头疼
等不良反应，辗转京沪多家医
院就诊，诊断结果都是手术植
入的物质牵扯头部神经。

身穿白大褂、自称整形领
域知名医师、在高端的商业中
心开设工作室、经常带学生做
微整形培训、有大量获奖证书
及奖牌……一切的一切，都让
人相信这是一个正规、有水平
的微整形工作室。

然而，这一切都是忽悠消
费者的障眼法。工作室店主并
无行医资质，地点也不固定，是
典型的流窜式非法行医者，客
源主要靠熟人带熟人，以类似
微商的方式在朋友圈发广告，
每到一处先是大量接单给顾客
微整形，或是大量培训“新人”
收取高额培训费，发现不对劲
就赶紧关店走人，让消费者维
权无门。

非法微整形手术泛滥有以
下原因：一是人们的求美需求
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国内有近
2000万医疗美容消费者，市场
规模或达2245亿，但平均每百
万人中只有2.88位整形外科医
生，其中的落差催生了无资质
整形医生、无资质整形工作室，
黑市商家是正规商家规模的十
倍以上。二是从业门槛低，没
有任何从医资质的学员只需交
数千元，经短暂培训后便可开
一家微整形工作室，按进价十
倍给顾客打针，便可轻松年入
过百万。三是人们存在错误认
知，认为“微调”不算什么手术，
听做过的人“口口相传”就轻易
相信质量不错，花费不多、没有
什么痛苦就可以轻松变美，致
使各类非法微整形工作室生意
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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