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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老师欲辅导初、高中数学家教，一对一辅导，
白天晚上随到随学，多年带毕业班，熟悉中、高考题型，注重
基础，全方位提高效率提高学生能力和成绩，突出重点难
点，保证提高成绩。（14中附近）电话：13343271305

家教

“Tony老师”（理发师）也能
跨界美牙？今年 7月，中国美发
美容协会成立美牙专业委员会，
消息一出便引发口腔医学界的

“炮轰”。中华口腔医学会及全国
多地口腔医学会发布声明，要求
立即撤销美牙专业委员会，坚决
抵制口腔医疗美容乱象。

在一片声讨中，8月 25日，
中国美发美容协会在其官网发
布通知，宣布撤销美牙专业委员
会。然而，“6D纳米美牙”“纳米
冰瓷牙”“3D树脂贴面”等名称
花哨的美牙项目，仍旧是许多美
容院、纹绣店甚至美甲店里的消
费热门项目。

花式美牙项目真能让牙齿
变美吗？所谓的“美牙师”是如何

“炼成”的？“跨界美牙”有何风险？

“干过美甲的话
应该很容易上手”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以“美
牙”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大量美
容机构提供“美牙”服务，记者对
其中一家位于天津的美容机构
进行了实地探访。

在一处商住两用房内，纹眉
师与“美牙师”共用场地，纹眉师
负责前期接待“美牙”顾客，而“美
牙师”还同时负责打瘦脸针、太阳
穴填充、下巴玻尿酸填充等。

“美牙师”周某向记者介绍，
“6D 纳米美白贴面”即树脂贴

面，每颗牙的价格在80元到150
元不等，“纳米冰瓷贴面”即瓷贴
面，每颗牙的价格为880元。

“这就和手机贴膜一个道
理。”周某解释道，“贴面对你自
己的牙没有任何磨损和伤害，做
完也没有任何不适。随时来随时
做，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以后不
想要了可以拆掉。”

当记者询问“美牙师”是否
为专业医师、是否具有执业资格
时，对方回答：“我们属于牙科美
容，不伤害原牙，不涉及医疗。”

“美牙”真的像“美牙师”描
述的这么简单吗？一位今年年初
曾在该机构“美牙”的消费者告
诉记者：“美牙后牙齿感到不舒
服，牙缝变得容易藏污纳垢。去
专业口腔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
我，美牙时牙表面被腐蚀变薄，

不可能恢复如初，如果后期贴面
掉了，也很难进行修复。我的牙
就这么毁了。”

一边是“美牙师”信誓旦旦
的承诺，一边却是消费者如潮的
投诉，这些“胸有成竹”的“美牙
师”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和社交
网络上存在大量“美牙”培训广
告，这些广告通常将“美牙师”这
一职业包装为“零门槛、高收入”
的黄金职业，并辅以“真人案例”
进行宣传。无论是饮品店主、工
厂女工，还是无业宝妈、小区保
安，经过美牙培训后都变成了月
收入近十万元的高薪“美牙师”。

记者联系多家“美牙”培训
机构发现，“美牙”培训通常分为
基础班和进阶班。基础班培训时
长一般为 2天到 3天，进阶班则

在一周左右。
记者选择了一家培训机构，

谎称自己曾从事美甲行业，没有
任何医学背景。该机构的接待人
员表示，成为“美牙师”无需医学
背景，“干过美甲的应该很容易
上手，你还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
学，每推荐一位新学员入学，都
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奖金”。

当心“美牙”变“毁牙”

多位专家表示，“美牙”应属
于医疗美容中美容牙科的范畴，
使用的材料、医疗器械设备等都
需要严格遵守相应的标准规范，
任何对牙齿的处置都必须在有
资质的医疗机构中，由已获得执
业资格的医师完成。非医疗机构
提供的美牙服务对于消费者的
口腔健康存在诸多风险和隐患。

记者了解到，不少美容机构
都存在“美牙”和其他美容项目
在同一空间同时进行的情况。对
此，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刘洪
臣提醒，从医疗美容管理的角度
来看，狭小、共用的场地很难做
到院感控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美
牙”操作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很
高，医生要保证贴面粘接牢固可
靠，又要减少对牙齿硬组织的破
坏，还要防止牙龈软组织损伤，
并且不影响咬合。

“从在校学习、考取执照到

规范化培养，一名牙科专业的学
生至少要经过5年到8年的培养
周期，才能够具有牙美容的专业
能力和操作资格。”武汉大学口
腔医院教授李超宏说，缺乏专业
口腔医学知识、培训几天就上手
的“美牙师”的不规范操作，极易
给消费者的牙齿造成伤害。

消费者要注意辨
别机构资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于牙齿美容的需求也
在逐步上升。专家建议，未来需
要进一步加强口腔医生、护士、
技师、卫生师等队伍的建设，让
专业口腔医护人员提供的医疗
服务逐步满足大众需求。

刘洪臣建议，进一步对生活
美容机构与医疗美容机构的执
业内容与准入机制进行严格区
分，“美牙”要想防止“病从口
入”，就一定要到专业医疗机构
去做。

“医疗机构一般都会将许
可证悬挂在大堂非常醒目的地
方，许可证中的‘诊疗范围’也
会标明口腔科、美容牙科等字
样。如果机构不能提供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建议消费者不
要前往接受美容牙科服务。”中
国整形美容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曹德全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

“可做可不做的一定要做，
不能做的也要创造条件做”。记
者近日调研发现，在暑期竞争白
热化的医疗美容市场，部分商家
不顾医疗原则，一边在社交平台
用“做不了学霸，做校花，整容要
趁早”等话术向青少年传播“容
貌焦虑”，一边用“1 元医美”等
营销擦边球引人“入坑”，医美在
未成年人群体中有愈演愈烈的
趋势。

“要变美，先变鬼”

“如果你不长痘痘就好了。”
高中时，经常有同学们这样评价
余贝，这样的话成为她心中的

“一根刺”。
为了改变自己，2000 年出

生的余贝从高二开始便跟着妈
妈在一家日式医疗美容机构做
皮肤护理。

上大学后，她根据某个APP
的推荐，把大学城附近评分高的
医美机构几乎都体验了一遍，包
括微针祛痘、点阵激光治疗等。
最近，她计划尝试上万元一次的
热玛吉，因为朋友圈的一位“医
美大佬”说效果非常好。

同样是“00 后”的施嘉惠，
在参加播音主持的艺考时得知
考试对容貌有要求，就动了整
容的念头。父母最初坚决反对，
但经不住她两年间频频诉苦、
软磨硬泡，最后施嘉惠终于得
到了父母的同意和资金支持。

施嘉惠说，她先后打过瘦脸
针和玻尿酸，每针在 2500 元至

3000元，满 18岁后做了隆鼻手
术，目前累计医美消费约 9 万
元。

“手术全麻并不疼，但术后
几天只能用嘴呼吸、脸很肿。就
像一些人形容的，要变美先变
鬼。”她在某视频网站上分享的
整容心路历程视频，总播放量已
超过25万次。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的医
美消费主体趋于低龄化，“95
后”乃至“00 后”年轻群体成了
医美机构招徕顾客的重要“蓄
水池”。医美平台更美 APP 发
布的《2020 医美行业白皮书》
显示，在互联网医美消费平台
上，“95 后”与“00 后”占比过
半。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想变美
的人最后都能如愿以偿，有些甚
至适得其反。据中国裁判文书网
刊登的民事判决书，1998 年出
生的张某某在未满 18岁时，在
母亲陪同下前往一家医疗美容
机构做了双眼皮切开术，术后出
现眼睑下垂、睁眼困难等并发
症。

第三方机构鉴定认为，该美
容机构对张某某的诊疗行为存
在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
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教唆青少年“撒个娇”
博取家长支持

此前发布的《2020 医美行
业舆情报告》提及的七大“痛点”

中，“整容低龄化”赫然在列。记
者调研发现，医美低龄化愈演愈
烈，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部分商家为牟利，广告
轰炸、传播力强、渗透面广。记者
在上海、浙江、山东等多家医美
机构客服的朋友圈里，看到大量
针对青少年的医美广告，例如

“高考结束，私信我改变，给大学
同学来个一见钟情的感觉吧！”

宁波和平博悦美容医院客
服小徐表示，假期很多孩子咨询
医美项目，譬如割双眼皮、隆鼻、
切痣，还有微针、光子嫩肤等。有
很多人问如果遇到家长不同意
怎么办时，小徐的回复是“撒个
娇试试”。

二是机构鱼龙混杂，青少年

人群成医美机构“抢人”新战场。
“超微小气泡1元起，水氧活肤1
元起……”在一些公众号或网络
平台上，原价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的医疗美容产品均以超低价格
出售。这种低价医美营销背后往
往有“坑”。

三是部分家庭教育观念存
缺陷，未能对孩子形成正确引
导。2002年末出生的刘涵，参加
完高中毕业典礼后一口气做了
埋线双眼皮、填充耳垂、填充下
巴三个医美项目。“除了双眼皮
是我自己想做的，填充耳垂和下
巴是妈妈和医生的建议。”刘涵
说，他清楚做医美有一定的风
险，但又觉得“只是微微调整一
下”，不会有太大问题。

父母和孩子
莫再执念“颜值”

在调研中，不少专家认为，
在审美意识尚不健全、价值观尚
未完全定型的青少年时期，过早
接触医疗美容不合适也不合理，
亟待相关部门出手规范，补上制
度上的空白。

一家三甲医院整复外科负
责人表示，他在门诊时劝退过很
多未成年人提出的医美要求，最
小的只有 12岁。可是离开正规
医院，那些已经充满执念的孩子
甚至父母也会想办法去其他渠
道，看不见、统计不到的才最让
令人担忧。

“有人说，我有生理缺陷，不
及早做影响升学求职怎么办？实
际上，在医学实践中，哪些属于
医疗美容，哪些属于整形修复，
是可以明确界定的。”这位负责
人表示，正确区分医疗美容和整
形修复，为立法规范医美低龄化
行为提供了依据。

有统计显示，2019 年中国
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机构约1.3
万家，其中15%存在超范围经营
的现象，而非法经营的医美店铺
数量更为庞大。

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对于美
容机构在设立时的经营范围要
严查，同时开展不定期检查，对
于违规“踩线”的超范围经营的
场所进行严厉处罚。

据《新华每日电讯》

培训2天到3天就能上岗，“干过美甲的很容易上手”

“美牙师”竟如此速成，当心“美牙”变“毁牙”

宣扬“做不了学霸做校花”，大肆制造“容貌焦虑”

医美日趋低龄化，不良商家引青少年“入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