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热播剧《以美之名》展
现了整形医美行业“手术刀下的
真相”，医美乱象再度进入大众
视野。近期多地频发的肉毒素中
毒事件正是“美丽陷阱”的残酷
写照，不少消费者为了快速瘦
身、除皱而选择在生活美容馆、
私人工作室等美容机构，注射来
路不明的肉毒素，因此遭受到健
康困扰，轻则面部僵硬，严重的
甚至危及生命。美容机构有资格
做医美项目吗？养生保健和中医
诊疗是不是一回事儿？消费者到
底该如何防范非法行医呢？

鼓吹“轻医美”无害
忽视医疗风险

在电视剧《以美之名》中，新
娘为了在婚礼上呈现完美状态
而注射了劣质美容针，导致呼吸
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现
实生活中，类似情况的受害者不
在少数，“美容”变“毁容”、“要
美”变“要命”等事件时有发生，
暴露出医美行业“黑诊所”“黑医
生”等违法违规问题。

在一起非法行医案件中，被
告人曹某、刘某没有医生执业资
格，却在某高端美学馆中用从非
正规渠道购得的气压枪、安瓿
头、“360黄金溶脂”针剂实施溶
脂注射操作，造成 5名被害人全
身皮肤软组织溃烂、感染。其中
1 名被害人的伤势经评定为医
疗事故八级伤残，情节严重。法
院经审理认为，该溶脂注射操作
符合医疗美容侵入性、创伤性特
征，属于非法医疗行为；曹某、刘
某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构成非
法行医罪，最终被判有期徒刑。

此类案件时有发生。2024
年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
的一起非法行医案中，消费者小
丽在医美时因体内注射玻尿酸
致肺动脉栓塞而死亡，而主刀手
术的陈某既没有取得执业医师
资格，其医美工作室也没有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陈某最终因犯非
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

当前，注射类、激光类、皮肤
护理等非手术类的“轻医美”项
目以见效快、费用低、操作便捷
的优势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为了
谋取利益，部分医美机构贩卖容
貌焦虑，将注射水光针、激光祛
斑等非手术类医美项目宣传为
高效无害的生活美容，蒙蔽消费
者，使其误以为只有“动刀”的才
是医美，而忽视“轻医美”背后的
医疗风险。

近年来，在暴利的诱惑下，
非法行医活动屡禁不止，并且呈
现出场所隐蔽、流动性大等特
点，涉及案件类型也从传统领域
向新兴的医疗美容、辅助生殖等
领域延伸。当下，还有不少机构
借着“全民减肥”的热点，推出非
法添加违禁成分的减肥药品或
项目，鼓吹快速减肥，严重危害
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医美行业鱼龙混杂，消费者
应选择正规机构和医生，使用有
资质的合格产品，医疗机构及医
卫人员资质均可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官方网站查询。同时，消费
者应充分认识到医美服务的风
险与危害，理性看待需求，审慎
做出医美决策。

警惕医美机构
与网贷平台相勾结

在电视剧《以美之名》中，一
位住院医师为证明能力，向顾客
谎称自己做过 300 台双眼皮手
术，结果顾客对术后效果十分不
满，随即向其发送了律师函。这
样的案例并不鲜见。如今，个别
美容机构通过夸大宣传、模糊医
疗资质等方式诱导消费者购买
高价医美服务，但做完相关项目
后效果与宣传相差较大，甚至造
成伤残。

陈女士想改善双眼皮形状，

在网上看到了某医美诊所的宣
传信息，面诊后听从了工作人员
的极力推荐，进行了修复内眼
角、填充脂肪手术。术后，她发现
双眼皮两侧增添新疤痕，睁眼困
难、眼睛干涩疼痛，于是诉至法
院。经司法鉴定，陈女士构成九
级伤残，诊所的诊疗行为与其部
分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诊所的诊疗行

为存在过错，应承担 80%的责
任。另查，该美容诊所曾多次因
广告语不真实，发布的广告服务
内容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被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陈女士
接受该诊所的医疗美容服务也
是受到了上述广告内容的误导
和影响。最终，法院认定诊所提
供医疗美容服务时存在欺诈，判
决赔偿陈女士三倍损失。

在医美消费过程中，很多消
费者甚至在手术结束后都不了
解推销人员属于哪家机构、提供
手术方是谁、医疗材料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手术出现问
题，消费者维权面临困难。在此
提醒广大爱美人士，选择医疗美
容须认准“三证”，即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药品器
械备案凭证。在手术操作前，需
与机构明确服务内容与风险，建
议消费者与机构签订合同，明确

医美项目、使用产品、费用、效果
承诺、违约责任等条款。手术完
成后，注意留存相关材料，可要
求机构提供病历、手术记录等，
保存好合同、付款凭证、病历、术
前术后照片、沟通记录等。在进
行医疗美容前，消费者或家属应
当对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医
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认真了解，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接

受治疗。未成年人进行医疗美容
时，应当由监护人签字同意。同
时，要注意留存转账记录、对话
截 图 等 证 据 ，遇 纠 纷 可 拨 打
12315 举报投诉或通过法院诉
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养生机构无资质
不能进行中医诊疗

日常生活中，“针灸美容”
“穴位埋线”等保健服务在一些
养生会所、美容院中经常可见，
推拿、按摩、理疗等养生服务也
是人们的热门选择。实际上，一
些不法分子常利用推拿、针灸的

“口碑”，在未取得合法资质的情
况下，擅自开展各种中医诊疗活
动，不仅扰乱了医疗市场秩序，
更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
了严重威胁。

顾女士因身体不适在一家
养生馆接受针灸治疗，数月后不
仅没有缓解，还产生了其他不良
症状，于是她诉至法院，要求养
生馆返还针灸治疗费。当地卫生
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该养生馆属非法行医。法院审理
后认为，中医针灸属于诊疗行
为，涉及不特定公众的生命健康
权，该养生馆缺乏行医资质而从
事中医针灸，侵害公共利益，属
于非法行医行为，该医疗合同因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最
终法院判决支持了顾女士的诉
讼请求。

根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
范（试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健康咨询指
导、健康干预调理、健康教育等。
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机构
及其人员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包
括使用针刺、瘢痕灸、发泡灸、牵
引、扳法、中医微创类技术、中药
灌洗肠，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
侵入性或者危险性的技术方法
等。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机
构及其人员不得宣传治疗作用，
不得以中医药预防、保健、养生、
治未病、健康咨询等为名，或者
假借中医药理论和术语开展虚
假宣传，欺诈消费者，谋取不正
当利益，广告不得使用医疗用
语。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中医推拿按摩等活动管理中
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治疗疾病
为目的，在疾病诊断的基础上，
按照中医理论和诊疗规范等实
施中医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
方法，属于医疗活动，必须在医
疗机构内进行，非医疗机构不得
开展。

无论医美整容还是中医保
健，消费者首先要选择去正规机
构，查看诊疗人员的资格证书，
不要因为宣传广告或他人评价
而盲目选择。同时，也要提高自
身防诈骗意识，警惕打着“养生
理疗”旗号实施诈骗的骗局，守
护好钱袋子。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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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满绿冰种”竟是染
色石英岩，商家承诺“无纹无裂”
到手却是残次品……记者采访
发现，商家有意欺诈、美颜滤镜
加持、非标准产品成色争议等原
因导致网购玉石翡翠频繁引发
消费投诉。网购玉石翡翠应该如
何避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业内
人士。

造假盛行，劣质
翡翠酸洗注胶卖高价

“很多人花高价买来质量很
差的东西。”持有FGA（英国宝石
协会）证书的资深珠宝鉴定师小
北每年为上万名顾客提供网购
玉石翡翠的鉴定、选购建议服
务。他告诉记者，市场上最热门
的两个珠宝品类便是和田玉和
翡翠，顾客找他鉴定的也大多是
这两类。用成本极低的人造乳化
玻璃来仿造和田玉，对劣质翡翠

进行酸洗注胶高价卖出……这
些传统的造假手段依然盛行。小
北估算，顾客给他展示的玉石翡
翠中，此类假货大概占30%。

记者查阅近年来的法院通
报发现，在消费者网购玉石翡翠
后提起诉讼的案件中，有的不良
商家用钠长石玉、石英岩玉原料
冒充翡翠原石，还有商家用方解
石玉冒充和田玉。

证书掺假，有
人花三十万元买到
“危料”

不少消费者迷信证书，但有
证并不意味着100%靠谱。“一台
打印机，便可以打印出一堆证
书。”小北告诉记者，市场上的假
证书不在少数。

“定制类的产品，有时第一
天下单，第二天货品和鉴定证书
就发出了，时间上根本不合理。”

徐晨专为买玉石踩坑的消费者
提供法律服务，近年来他参与代
理了不少案值不菲的翡翠诉讼，
对于“有证=靠谱”这种观点他进
行了驳斥。

此外，正规机构的检测报告
也并不能“包治百病”。根据国
家标准，具有CMA（中国计量认
证）标识的证书虽然能检测出
产品到底是何质地，是否是 A
货，但玉石翡翠的瑕疵、产地
等，并不在鉴定范围之内。一种
常见的欺诈手段是将翡翠“危
料”当成“缅料”出售。在翡翠行
业里，缅甸出产的翡翠通常被
认为比产于危地马拉的翡翠品
质更好、价值更高，但普通人难
以分辨货品出自哪里。根据国
家标准，产地并不属于翡翠的
鉴定项目之一。

鉴定标准的缺失，使得消费
者即使以高价买到了“危料”，也
难以构建完整的维权链条。在徐
晨办理的一个案件中，买家花了

三十多万元购买了两件翡翠制
品，到货后才发现买到了“危
料”。该案中，尽管司法鉴定机构
的专家口头认定翡翠是“危料”，
但并未在鉴定结论中写明，法院
最终只判决商家退货退款，没有
支持买家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

定制不退，买到
沙眼手镯平台只补
50元

相比成品，不可退换的定制
类玉石翡翠产品更容易引发纠
纷。今年 3月，韩女士花费 5000
元，在某平台的一个直播间购买
了一款定制的翡翠手镯。

根据主播的描述，镯子做好
后会有一处内圈沙眼，韩女士
表示接受。但镯子到手后，韩女
士发现，镯子上有四处商家没
事先告知的沙眼、瑕疵，“种水”
也远不如直播间里的好。韩女

士想退货，但商家却说这个镯
子是定制商品，不能退换。平台
介入后，表示需要韩女士自行
对手镯委托鉴定，如果鉴定出
问题才可以退货。韩女士多方
了解得知，鉴定机构并不会在
证书里写明是否有瑕疵。最终，
平台只同意给韩女士 50元的现
金补偿，便以结案为由不再处
理。韩女士只能考虑采用诉讼
的方式继续维权。

关于成色的争议也很棘手。
一旦失去直播间里美颜、滤镜的
加持，到手后的玉石翡翠往往让
人感觉黯然失色。徐晨说，他在
开庭的时候，曾经让卖家现场打
光，复现视频里的效果，但卖家
却无法在现场重现视频里翡翠
的成色。平台上的灯光滤镜也会
隐藏许多小问题。

由于玉石翡翠具有非标准
化的特性，应该卖多少钱，没有
一个明确的标准，这也让消费纠
纷更容易发生。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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