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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暑假即将开始，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约了同学一起去做双眼皮、隆鼻

微整形，开学后你将见到不一样的我。”
17岁的娇娇这样回答同学的提问。她
还说，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整容商家
的广告，暑假和同学两人组、三人组都可
以优惠，比平时的价格便宜30%以上。

与娇娇一样，不少中学生、大学生近
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商家发布的引流
帖。这些美容商家的广告语足够直白和
犀利：“做不了学霸，就做校花”“暑假微
整形，开学大变样”“拼完成绩拼颜值”、
“人美运气都会好”……

受“网红”现象的影响，不少青少年
出现了颜值焦虑，商家推波助澜，借机敛
财，更加助长了青少年群体的整容风。
相关机构的数据显示，医美消费者的年
龄结构，“95后”占比达36%，“00后”占
比达19%，两者总占比为54%，整形低龄
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与市场火热相对应的是商家服务质
量参差不齐、客户投诉不断，甚至整容变
毁容的手术失败案例也不断增多。5月
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商务部、
国家卫健委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作的指
导意见》，这是自去年9月多部门联合行
动以来，对医疗美容行业再次实施的加
强监管举动。相关人士指出，医疗美容
行业急需树立正确的商业观，不应该把
青少年和学生群体当作渔利对象，否则，
伤害的将是无数个家庭和他们的未来。

医美商家暑假迎旺季
在刚刚过去的电商大促销期间，有

不少学生反映，在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
台看到一些医疗美容机构在大力促销，
不少商家在推销光子嫩肤、瘦脸、双眼
皮、隆鼻等整形项目，宣称此类手术时间
短、风险小、变美的效果明显等。

在某医美机构自己开发的App上，
于近期开启了“医美狂欢节”“夏日轻松
瘦”等暑期项目，明显针对学生群体。而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美容整形推广测评、
笔记、体验等短视频近期明显增多，一些
商家、博主甚至呼吁高考学生利用好近
三个月的超长假期，以更完美的个人形
象迎来人生的新阶段。

南开区一家医疗美容商家的营销顾
问介绍，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都是整
形旺季。“十八九岁的学生来做双眼皮、
开眼角等整形手术最多。6月底、7月初
的咨询量和下单量会达到高峰。”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7月初北京市
某整形外科医院的一项纪录被刷新：一
天内就接诊了1600多人，相较前一年暑
期大幅提升了近25%。

本市学生娟娟，中考结束后想放松
几天。近期，她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关注
了大量同龄人的生活日记。一些同龄人
开始提升外在形象，要趁着假期去做双
眼皮、瘦脸、抽脂整形项目。当看到这些
短视频越来越多时，娟娟也动了心，想约
上同学一起去咨询一下，也准备做一做
瘦脸和嫩肤项目。

今年15岁的娟娟刚刚进入青春期，
她从小就比别人的饭量大，个子却不
高。进入中学后，在同龄女孩子中，身材
修长的瘦弱型女孩更容易交到朋友；而

像她这样的胖女孩容易被一些同学私下
取笑，很难交到朋友。“课间休息和上体
育课时，很少有同学找我一起玩。班里
的女生在上体育课做集体运动项目时也
不想和我分在一组，怕我给她们拖后
腿。”娟娟有些伤心地说。

因为这些原因，娟娟曾想过要是自
己能瘦下来就好了。为了变瘦，她尽量
少吃饭。有时早餐就只吃一个鸡蛋；午
饭在学校吃，只吃别人一半的量；晚饭只
喝一杯牛奶。但这样的变瘦方式，娟娟
持续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学
习要消耗很大的能量，进食不足的娟娟
在课上非常容易犯困。三天后，她的学
业就被落在了后面。而且，经历过短暂
禁食后，娟娟体验过饥饿的感觉，恢复进
食后她又出现暴饮暴食现象，体重反而
增加不少。有同学说她“脸圆润了很
多”，这让娟娟更加失落。她只能埋头学
习，只想着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中考，等中
考结束后再来考虑身材、外貌之类的事。

等到中考结束，娟娟想着是时候要
让自己在外貌上有所改变了。她不再试
着节食塑身，而是想着现在遍地都是美
容机构，不少可以抽脂、打瘦脸针，如果
这些项目花钱不多，就尽量说服家长支
持她做这些项目。

她拨打过一家医疗美容机构的客服
电话，客服人员表示像她这样的中学生，
假期来咨询的很多，手术并不复杂，很快
就能完成，完全满足客户想瘦身的效
果。“费用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抽脂
和瘦脸全做的话，可能需要近一万元，再
赠送一个双眼皮美容项目。”客服人员对
娟娟说。

娟娟有点犹豫，毕竟一万元不是小
数目。她把自己的忧虑分享给了班里的
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也是想做瘦脸
项目的，不过，她更想做的是隆鼻。

娟娟和同学讨论了好几天，最终，她
们也没有鼓起勇气向家长要钱。在短视
频平台上，娟娟看到不少同龄人已经在
分享“变美日记”，她心里有些失落。“等
过几年我有钱了，一定去做整形，把自己
变得更美。”娟娟这样对自己说。

近期，清研智库联合问卷吧在一份
针对学生整形的问卷调查中发现，62%
的学生有整形意愿，其中49.5%是“想变

得更美”，38.5%是因为“形象好能更好找
工作和找对象”，而76.7%则是因为“身
边有同龄的朋友或同学进行了整形”。

整形美容纠纷不断出现
有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医美相关

企业9.78万家，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
势。与此同时，医美行业也成为乱象频
发的消费领域，不少消费者上当受骗。
去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医疗美
容领域消费提示。从2015年到2020年，
全国消协组织每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
从483件增长到7233件，5年间增长近
14倍。

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医疗美容行
业洞察白皮书》也显示，全国数万家医疗
美容机构中，合法合规开展医美项目的
机构仅占行业的12%。北京市某区法院
梳理医疗美容纠纷案件时发现，虚假宣
传、非法行医是涉诉医美机构的两大突
出问题。

天津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小荷，去年寒
假在某医疗美容机构做了眼部整形和鼻
综合项目，花费2万多元。然而，手术后三
个多月，她发现鼻子并不美观，没有达到
当初商家的承诺。现在，小荷咨询正规整
形外科医院得知，这种情况需要做修复手
术，而且费用不低。经仔细诊察，她的鼻
子已出现骨折现象，不确定是否是当初在
医疗美容机构所做的手术造成的。

经小荷与医疗美容机构交涉，她还
发现美容商家对病历造假。当时给她做
的是全麻，然而病例上写的却是局部麻
醉。主管部门介入调查，发现该医疗美
容机构不符合相关卫生条款中的十数
条，且未开具发票，没有收费价格表。直
到现在，小荷的眼睛里还有一个明显的
包块。对此，美容商家说：“可能线头没
拆干净。”

这次医疗美容手术明显是失败的，
然而，商家却未经小荷同意，将她的照片
发在该商家的公众号和抖音等平台，宣
称达到了美容效果，作为一个成功案例
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对此，小荷感到
非常气愤，她认为，这侵犯了她的肖像权
和名誉权。

本市另一位女学生珍遐（化名），今
年4月12日与同学一起去天津某医疗美

容医院打瘦脸针，注射后却感觉不适，针
眼周边发红，之后持续肿胀。当晚，针眼
区域面部皮肤肿胀隆起，有触痛感、发热
感。第二天，珍遐感觉无好转，她赶紧与
美容医院联系，医院推脱说可能是产品
批次的问题，会向领导反映该问题。

珍遐和同学联系后，发现同学的症
状与她基本相同。她同学的亲人是一家
正规医院的医生，已经去医院做了处
理。珍遐晚上自行服用抗过敏药，连续
几天没有任何缓解，针眼附近仍旧有红
肿，并伴有触痛感，红肿面积也没有消
减。最终，美容医院承认是药品批次的
问题，同时也承认医生的手法有问题，但
拒不承担责任，也不主动赔偿。经过正
规医院诊治后，珍遐的面部不适已有所
缓解。这次瘦脸手术不仅没达到效果，
还产生了“毁脸”的后果和较大的心理阴
影。“经过这次纠纷，我再也不做医疗美
容了。”珍遐这样表示。

未成年人整容亟待规范
2022年9月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11部门开展全国医疗美容行业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各地政法机关在有
力整治医美行业虚假宣传、非法行医、假
货频现、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问题的同
时，助力进一步健全监管规则，提升医疗
美容行业发展质量。

今年5月4日，11部门又联合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
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扫清“黑机构”
“伪医生”“黑药械”，防止医疗美容行业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指导意见》
明确：医美服务属于医疗活动，未依法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
凭证”，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严禁对
“零基础”等无行医资质人员提供医疗美
容技术培训。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当前不法
医疗美容商家为了迎合青少年群体的爱
美需求，将学生群体定位为潜在客户。
他们不依赖传统媒体打广告，不靠线下
渠道揽客，而是通过在网络社交媒体、短
视频平台制造“容貌焦虑”、夸大医美效
果，再将学生群体引流到线下机构。这
种以学生为渔利对象的套路已成为一些
不法医美机构的惯用招式，其背后暗藏
的乱象已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引发大量消费纠纷，甚至还酿成了医疗
事故。

打开某知名网络社交平台，输入“医
美”等关键词，各类整形医美营销笔记、
宣传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许多面向“低龄
求美者”的引导营销也密集出现在评论
区。“平价医美组合，‘学生党’看过来”
“少女感真的是玻尿酸给的”“大学生医
美初尝试”等帖子，无不体现着对学生群
体的诱导。

目前，一些国家已规定，18岁以下
禁止抽脂、植发、隆鼻、拉皮、削骨及隆
乳、割双眼皮等“美容手术”。而在我国，
对于整形美容手术现在还尚无明确的年
龄界限。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建
议，在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应该增
加相应规定，像“禁止未成年人进网吧”
一样，禁止未成年人进行美容整形手术，
对于违反规定的家长和医疗美容机构进
行严惩，让未成年人远离这些风险，健康
成长。

当前不法医美商家通过在网络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宣称“做不了学霸，就做
校花”“暑假微整形，开学大变样”

谁在为青少年制造“容貌焦虑”

网络社交媒体上，有一些人展示自己的医美整形效果，也容易产生诱导效应。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