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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
有些美容院并没有这样做。

2019 年年底，北京电视台报道
了一起涉及金额近40万元的医美纠
纷案，事件中的张女士由单纯想做眼
袋到慢慢被推销了价值上万元的其
他项目，之后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变年
轻的迹象。通过咨询她发现，所做项
目不但无效，她还被违规进行了医疗
操作，不仅如此，对方还为同一个项
目编造了两个名称，收了张女士两份
钱。

记者来到报道中美容院的地址，
却发现已人去楼空。通过网络才查
询到这家名为“九彦国际”的美容机
构已经搬到了另一商业区。随后记
者联系到这家美容院的一位工作人
员，并给对方发送了眼部照片。这名
工作人员称，记者有脂肪向外鼓起问
题，属于脂肪类型眼袋，美容院可以
提供不开刀不手术不打针的高科技
眼袋治疗方式，一次性去除眼袋，秒
杀价2000元。

这家店铺看起来明亮整洁，店员
皆着白大褂，店长名叫“丹丹”。记者
是两人一起来的，但美容院的工作人
员坚持两人必须分开面诊，不能一
起。

一位自称总监的女子看了情况

后，说记者没有眼袋，但有严重的泪
沟，并给记者介绍了高科技眼袋治疗
仪器的工作原理，同时建议记者前往
自己所在的医院做一个“小芭比”眼
综合手术，说辞与给张女士的推销话
术如出一辙。当记者询问为何与之
前诊断有出入时对方表示，那只是网
络老师，并称“如果去哪个地方别人
说你有眼袋，纯属胡扯”。而当记者
要求对方解释“低温液化”“扩张睑板
腺”等名词时，对方说：“这个是很专
业的东西，你不用明白那么多。”

尽管介绍得头头是道，可每当涉
及所在商铺有关医疗美容的内容时，
该女子就变得非常警惕，避开了“开
刀”“打针”等医疗词汇。

当被问及填泪沟的价格时，该女
子表示由于记者有幸得到她的面诊，
可以给出5折9600元的低价。看到
记者犹豫不决，又逐步将价格降到
6600元和5400元。最后见记者迟迟
不肯付款，总监起身离开咨询室，店
长则略显急躁：“这么好的内部价格
你都不要，你是不是傻？”

为验证对方说法是否有科学根
据，记者询问了专业医生王克明，他
表示，记者没有眼袋，有泪沟但较轻
微，且“低温液化”和“扩张睑板腺”等
治疗方法并不存在。同时记者在查

询后发现，截至发稿时，这家“九彦国
际”美容机构并不具备医疗从业资
质。

网络上频频爆出黑医美的新闻，
爱美人士在遇到医美纠纷时总会遭
遇投诉无门，因此相关法律知识的掌
握对保护自身至关重要。胡钢介绍，
目前我国医疗美容法律体系主要包
括三部分：一是以《合同法》《侵权责
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组成的
民事法律制度，二是以《执业医师法》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条例》《医
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组成的医疗
美容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三是以刑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组成的刑事法律制
度。

胡钢建议，消费者应签订平等详
细完备的服务协议，妥善留存好有关
票据和单证，使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费用。如出现纠纷，可以向卫健、市
场监管、消协等部门投诉，相关行政
处罚可作为诉讼的重要证据。若遇
消费欺诈，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要求进
行索赔。他呼吁广大消费者合理评
估风险，“有的从业人员可能经过 1
个月的培训就上岗了，一定要理性选
择医疗美容”。 （李若一）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求美者为化名）

被曝光后搬家，改良话术继续骗

美容院挂羊头卖狗肉

白大褂美容师“动刀动针”何时休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医疗美容”与“生活美

容”如何区别？简单理解就是“开刀扎针”和“涂脂
抹粉”的区别。对于医疗美容项目，必须查验相关
部门核发的各项资质，包括机构、人员和项目，缺一
不可。

当邱欣躺到美容院床上
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可
能受骗了。

那张贴在电梯间里已逾
半年的广告早就吸引了邱欣
的注意力——1800元不开刀
不打针去眼袋，即做即走。
那天她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
广告上的电话，并直接预约
到了当天下午的面诊机会。

这家名为抗老中心的美
容院位于商业区一座高楼
内，美容院内部整洁有序，一
个20岁出头的接待员热情招
待了邱欣，并介绍了院内的
高科技治疗手段。“1800元，
不开刀不手术保证无痛，全
程不到 1 小时，做一次就有
效，即做即走。”她这样保证。

邱欣对此深信不疑，在
爱美之心的驱使下，她与接
待员聊了十几分钟便匆匆付
了款，躺上了美容床，但是对
于自己即将接受的项目，她
并不十分了解，也不知道那
些高科技到底是什么原理，
只是想着“1个小时后我就变

美了”。
关于美丽的生意一直在

蓬勃发展，2020 年 1 月 2 日
医美行业头部企业更美发布
的《更美2019医美行业白皮
书》显示，2019年中国纯医美
市场规模高达2560亿元，近
5 年的平均增速为 30%左
右。

医美市场的规范化也一
直在进行，卫生部于2002年
颁布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
办法》，此后全国相继出台了
多项针对医美的政策和文
件，截至2019年 1月，由国家
卫健委、公安部等 7部门联
合开展的严厉打击非法医疗
美容专项行动，一年多来共
查处案件2700多件，重点打
击生活美容机构非法开展医
疗美容。

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出
台显示了国家对于医美行业
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医美乱象屡禁不止的现
实，生活美容机构进行医疗
整形美容的现象依然存在。

刚躺上床，邱欣就被泼
了一头冷水，一个身着白大
褂看起来有 30 多岁的“专
家”走进房间，她徒手按了按
邱欣的眼下部位得出结论：
脂肪太硬太厚，为保证效果
要进行三到四次治疗。

“你们不是说一次见效
吗？”邱欣觉得自己上了当，
当即就想起身离开，但又考
虑已经付了全款，她不想让
钱打水漂，“说不定效果好
呢？”她默默安慰自己。而对
于她的问题，“专家”则给出
了“不同人的情况不同，我们
不会多收钱”这样的回答。

这时另一个穿白大褂的
“医生”推着一台仪器走进了
房间，邱欣被要求闭上眼睛，
操作人员对她进行了清洁、
保湿等美容例行步骤后，将
仪器探头紧贴在她的眼下推
来推去，确实无痛，她只觉得
热热的。

40 分钟的“治疗”时间
过去，她起身照镜子发现，眼
睛下面红红的，好像没有什
么变化。“专家”告诉她，多次
治疗后会让她看到排出来的
脂肪，让她不用担心效果。

带着怀疑和不安，邱欣
连续近一个月，每周准时来
到美容院接受“治疗”。其
间，她“偶遇”了出手阔绰的
邻床大姐。夸赞项目一番
后，邻床大姐痛快地掏出信
用卡给美容院刷了几万块钱
的产品和项目，还被推荐了
售价上千元的高科技美容
霜，据说不仅可以配合疗程
使用让效果更明显，还可以
用来巩固治疗，让眼袋永不

“复发”。
“那个人是个‘托儿’，他

们使出这些招数，一次一次
让我来，就是为了给我洗脑
让我相信他们那一套，然后
掏更多钱。”事情已经过去一
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邱欣
都觉得十分气愤，只当自己
花钱买教训。“几次之后我发
现不但没效果，眼袋还变大
了，我去找他们要说法，他们
什么也说不出来，再后来他
们见我态度强硬，就让我把
已经花了的1800元，换成等
价美容项目，比如补水和 V
脸（起到提拉紧致作用）。我
只去做了两次，觉得没效果，
就再也没去过，钱也要不回
来，只能自认倒霉。”

之后，邱欣在正规医美
机构接受了眼袋切除手术，
整个过程花费 1 个多小时。
恢复期过后，她彻底告别了
眼袋。“现在想想他们真是胡
说八道，用那个仪器能把脂
肪推出来？没有破口脂肪怎
么可能出得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
部美容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克
明介绍说，现在市面上正规
的眼袋切除手术收费1万元
到两万元不等，根据医生水平
的高低会有些许浮动，消费
者对过低或过高的价格应当
保持警惕。而对于通过溶解
脂肪达到去除眼袋的手段，
王克明表示，确实有一种叫
作“高温液化”的处理方式，
用探头将脂肪溶解后通过血
液循环代谢排出体外，“但那
是破皮的，美容院不能做”。

“一次奏效”项目常常并不只做一次

美容院不能做的项目其实还有
很多。

邱欣受骗的美容院处在商业区，
那里高楼林立。记者走访后发现，不
少写字楼里都有写着“美容院”或“皮
肤管理”的店面。记者挑选了其中一
家网评分数较高的美容院。这家店
铺面积不大，门口摆放着各式美容产
品和护肤品，穿过接待厅，内室有4
个房间，一间为面诊室，另外3间为
美容室，摆放着一或两张小床，床周
围放了多台不知名的仪器。

记者注意到，其中一间美容室里
有一个输液架，上面挂着一瓶不知名
的液体，美容师介绍说，这里面是美
白针液，打了可以使全身变白，许多
顾客都打过，效果不错。

没过一会，一位年轻的顾客进入
房间，她躺上床盖好被，伸出一只手，
为记者介绍项目的美容师随即走过
去为其打针输液。这位顾客神情自

若，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在浏览。
而在美容院人员与伪装成顾客

的记者交谈的过程中，记者有意透露
了对于自己外貌的不满，该店店长听
后取来一张单子，表示这是最近店里
的优惠活动，1万元就可以做包括超
声刀、皮秒、强效补水在内的10个项
目，据称所有项目总价值达 9 万余
元。为说服记者购买这些项目，店长
更表示可以帮记者再申请一个美容
项目，“这些项目有的要到另外一个
店里去做，我们的机器都是进口的，
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了”。但当记者
表示项目太多记不住，想要给单子拍
一张照片回家考虑的时候，店长拒绝
了这个请求。

记者了解到，超声刀、皮秒等项
目属于医疗行为，一般美容院没有操
作资质，超声刀项目更是从未获得中
国食药监总局的注册审批。市场上
存在机构更换名称售卖、打擦边球的

现象，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

二款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
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
疗活动；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
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但记者
查询后发现，这位美容师未取得医师
资格，这家美容院的经营范围也仅限
日用品、化妆品、美容和理发，不具备
医疗从业资质。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分辨这些
叫法多变又听起来科技感十足的项
目并不容易。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
团成员、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钢建议，对于“医疗美容”与“生活
美容”的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开刀
扎针”和“涂脂抹粉”的区别，一旦发
现为医疗美容项目，必须查验相关部
门核发的各项资质，包括机构、人员
和项目，缺一不可。

非医疗人员打点滴，生美医美混合销售

生活美容机构非法进行医疗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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