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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整形店藏身民宅无行医资质

拿拿猪猪肉肉练练注注射射，，朋朋友友圈圈里里揽揽客客
一位所谓的微整形“专家”，凑上几个业务员，在一所普通民宅里搭建一

个“手术室”，就做起了微整形美容的业务，还大量招收学员开展医疗美容技
术培训。近日，一家非法医疗美容机构的业务员向记者爆出其背后运营的黑
幕，一些学员接受培训三天就敢“动刀”做起自己的微整形生意。

济南市民李慧（化名）四十
岁出头，家里是做生意的，有一
定的经济基础。平时李慧非常
爱美，是一家美容院的常客。今
年十月份的时候，她经美容院
的朋友劝说，想给自己的面部
来个微整形。

美容院的朋友把李慧介绍
到了天桥区一家名叫“鸿泰国
际艺术美雕文化传播机构”的
微整形工作室。“他们当时说得
天花乱坠，价格比在整形医院
便宜，做出来效果还更好。”李
慧告诉记者，她平时虽然做美
容，但“要不是朋友介绍，白给
钱我也不会去尝试到这种地方

做。”
在这处位于名泉春晓小区

的十平米左右的微整形工作室
里，微整形“专家”在李慧的太
阳穴上注射了共计六针的玻尿
酸，以便让太阳穴附近更加饱
满。为此，李慧花费了15000元，
但注射完玻尿酸以后，她的太
阳穴就开始红肿，当时店员告
诉她这是正常现象，几天就会
消下去。

“做之前，他们说一点也不
会疼，但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
样。”注射完后的第二天，李慧
开始害怕起来，因为她的嘴部
疼痛难忍，“别说吃饭疼得不

行，连说话都说不了了。”而工
作室那边则只是让她休息，直
到三天以后，她嘴部的疼痛才
开始消散。

痛感消失后，李慧就没在
意，然而，注射到太阳穴部位的
玻尿酸仅仅维持了短短不到一
周的时间，填充效果便消失了。

“他们承诺的是一年左右才能
被完全吸收，最快也得九个月，
可我一星期都没维持，感觉就
像打的是水一样，我怀疑打的
针有问题。”但碍于熟人介绍的
面子问题，李慧并没有直接跟
工作室闹翻，而是一直找工作
室讨说法。

叫“文化传播机构”，也敢干微整形

“这里总共就老板一个人
做微整，这些货也都是从非正
规渠道得到的，很有可能都是
假的。”近日刚从鸿泰国际艺术
美雕文化传播机构离职的员工
徐敏（化名），解释了为何李慧
注射的玻尿酸效果不大。

徐敏是偶然进入这家微整
形工作室的。今年7月底，她应
聘来店里做文绣，还以为这里
单纯是个生活美容店。她向记
者透露，在这里工作的三个多
月时间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
家美容工作室的营业执照，也
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然
而，店里除了文绣之外，还经常
给顾客注射瘦脸针、溶脂针、玻
尿酸、隆鼻，并经常自主招收学
员进行微整培训。

“完全就是非法行医的医
疗机构。”发现这一情况后，徐
敏不敢犹豫，立刻就辞职了。

18日，记者以咨询为由来
到位于名泉春晓9号楼的这家

工作室，工作室所在的住所大
门上贴满了各类小广告，门口
没有该文化传播机构的任何标
志。进入工作室，记者看到，大
厅有一处较大的办公桌，四五
个工作人员正围坐在一起讨
论，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里并没
有悬挂任何执照和许可证。当
记者询问一位工作人员有没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该工
作人员只是随口说了句“放心
吧”，并没有向记者出示。

在工作室靠近大门的地方，
有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紧挨着
客厅。徐敏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微
整形的“手术室”，里边有一张美
容床，还有一些简单的照明设备，
一些手术用的衣服，生理盐水、麻
药等。“平时主要是用针注射，再
就是在这儿割双眼皮。”整个“公
司”都没有消毒器械，“只有一个
高压锅，双眼皮手术时用来给工
具消毒。”

记者了解到，微整形需要

动用医疗器械、医疗药品，对微
整形的对象进行进入性治疗，
按照规定，这些行为都属于医
疗行为，从业人员必须要有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卫生
部门进行备案。而记者根据该
工作室对外常用两个名称“鸿
泰国际艺术美雕文化传播机
构”和“鸿泰生物科技”，检索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后，
并没有查到相关内容，没有营
业执照。

19日，记者为此求证天桥区
卫计局，天桥区卫计局称该工作
室并没有在区卫计局进行备案。
记者从济南市卫计委相关部门
也没有查到该公司有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公
司名称有要求，不可能出现‘××
传播机构’或者‘××技术公司’
这样的字样。”随后，工作人员以

“鸿泰”作为关键词检索，仍没有
查到相关资质信息。

打针割双眼皮都在民宅，无消毒器械

“这种非法的医疗美容工作
室不可能会大张旗鼓地开店。”徐
敏爆料称，隐藏在居民楼里，培训
学员是店里收入的一大块儿，最
多的时候，店里像她这样的业务
员有9个，每人每月至少要拉3个
人来当学员，拉1个就奖励500
元，不够则要扣工资。

据悉，该工作室每月都进
行学员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
面部抗衰祛皱、面部抗衰提升、
面部抗衰塑型、身体塑型，而隆
鼻、面部溶脂、瘦脸等微整形业
务都包含其中。

每个月，都有将近八九名学
员来学习。18日的暗访中记者了
解到，为期三天的学习收费6800
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介绍，培训
课程总共三天，包括注射的一些
基本原理，还会进行实际操作。记
者了解到，前来培训的学员主要
分两种，一种是想借培训给自己

微整形，另一种则是想经培训后
开展微整形业务。

学员张娟（化名）9月初曾
来工作室培训。“我想给自己微
整，参加这个培训班后在这儿
拿货会便宜很多。”张娟让“专
家”老师给脸上注射了几针想
消掉法令纹，“她给我打偏了，
很多学员都是歪的，但你不能
有意见。”

张娟回忆，培训课上老师
曾给他们讲过如何入针、出现
意外情况怎么处理等内容，“培
训时间太短，大部分都已经忘
了”。大部分前来学习的人没有
任何医学基础，培训老师会让
学员拿猪肉进行注射练习。“老
师还会给学员注射当演示，而
很多学员培训完了，都没在人
的脸上练习过。”

让张娟感慨最深的是，“这
里根本没有无菌意识”，微整形

开始前，屋子里并不会对空气
消毒，“我们学员都不戴帽子和
口罩”。

徐敏告诉记者，前几期有
些学员是互相让拿对方的脸来
练习，老师在一旁指导。“有些
学员害怕，手都抖。”张娟说，在
她那一期的学员里，练了三天
后，“还真有一个学员出去给人
做微整了。”

18日，记者问及经过三天
培训能否给别人做微整形时，
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说，“这要看
你的悟性，我这里有很多学员
都是学了三天就自己做了。”

“这些人培训三四天就出
来做微整，胆子太大了！”19日，
济南某医疗美容医院整形外科
院长王冰感叹，现在很多人不
知道非法微整形有多大的风险
性，简单学几天，就从微信朋友
圈拉人，做起了微整形的生意。

每人每月要拉3学员，培训费是主要收入

湖南一所高校学生小美在
２０岁时割了双眼皮。她说：“手
术后，觉得自己变美了很多。”

多位整形美容专家告诉记
者，相比国外的整形美容市场，
中国的整容顾客呈现年轻化的
特征。“以玻尿酸注射整形为
例，在国外，注射玻尿酸微整形
的 人 群 中 ，４０岁 以 上 的 占
８０％。而在中国，２０岁左右的
年轻人占一半以上。”

广州武警医院整形科主任
谭新东告诉记者，每年七八月
份是青少年整形美容高峰期。
隆鼻、割双眼皮、隆下巴、种头
发使脸型变小等面部轮廓整容
项目受到热捧。“我接诊过最小
的女孩子只有１５岁，要求隆
鼻。我没有同意。”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美容
整形激光中心主任罗盛康介
绍，不少大学生毕业以后要求
隆胸。有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家长，带着２２岁的女儿前来兑
现生日礼物，就是隆胸整形。

罗盛康说：“以前做个双眼
皮都偷偷摸摸，现在年轻人可
以在公共场合谈论。一些年轻
人甚至在整形的群里直接把乳
房照片放上去，求专家指点。年
轻人开放尺度非常大。”

杭州市第一医院美容科主
任张菊芳介绍：“我接诊过最小
的患者１７岁，高中毕业就过来
整形。父母也很支持，觉得‘投
资颜值’和投资教育一样，孩子
颜值高了找工作找对象各种机
会就多了。”

杭州整形医院院长谭晓燕
认为，媒体广告、网络宣传使青
少年能近距离了解整形美容；
很多家长对未成年人求美持认
同态度，并将微整形美容项目
作为成人礼物或者高考礼物送
给子女，这些都是青少年整形
比例逐年增加的原因。

“对于未成年人整形，我们
医院除了部分先天或后天畸形
需要进行矫正的患者以外，都是
不提倡的。”哈尔滨美联致美整
形医院院长赵晓东认为，１８岁以
下未成年人容貌还未定型，过早
做整容外科手术不利于身心健
康，一旦手术失败，遭受的打击
也是巨大的。

此外，整形美容并非未成年
人能承受的消费。赵晓东介绍，
一些整形项目尤其是注射美容，
持续时间比较短且花钱多，不是
大众化的消费。以注射整形隆下
巴为例，一次就要１至２毫升，花
费上万元。 据新华社

微整形低龄化，隆胸成父母送的“礼物”：

打打玻玻尿尿酸酸的的年年轻轻人人占占一一半半

相关新闻

文/片 本报记者 时培磊 实习生 丁金阳 张鑫

学员们围坐在一起参加培训。

今年3月，本报就曝光了微整形
背后的乱象，但非法微整形依旧活
跃，“零基础3天速成”、“国内一流专
家培训”、打瘦脸针、填“苹果肌”……
巨量的市场需求让微整形产业链泥
沙俱下，街头不具备整容条件的美甲
店、饰品店成了微整形手术室，居民
楼支个桌就敢开微整形培训课，这些

“三非”整形（非法医疗机构、非专业
医师、非合格产品）无孔不入，不仅扰
乱了医疗美容行业的有序发展，更严
重侵害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不少专家指出，现在火爆的“朋友
圈整形”，就是“三非”整形的重灾区。
其中不光是“微商”利用朋友圈大肆揽
客进行非法注射整形，更可怕的是，现

实生活朋友圈之间也会进行介绍传
播，加剧“三非”整形的蔓延。通过社交
网络、熟人介绍的形式，非法微整形变
得更隐蔽，给监管平添了难度。

遗憾的是，整形业由于国家立法
滞后，造成了疏于监管的局面，连玻尿
酸注射这么大的蛋糕，都是监管“真
空”。在非医疗场所开展注射美容，工

商、食药监、卫计委、公安究竟哪个部
门管？我们以为谁都能管，结果他们全
掉在了空里。但无论如何，行业乱象如
此，是时候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进行
整治了，并且需要出台更精密的法律
法规，让美容行业及早回归法定的医
疗标准。

本报记者

非法微整形泛滥亟待监管跟上

黑整形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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