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多爱美人士为了戴漂亮的耳饰，会选择打耳洞，即在耳垂的特定部位生成一个
可戴耳饰的永久性孔隙。很多人觉得打耳洞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到街边的饰品店或者美容院，甚至自己
购买“耳枪”，轻松就能搞定。

然而，看似操作便捷的打耳洞，其实是一项医疗美容项目，远没有想得这么简单。打耳洞需要严格执行
消毒隔离措施，对器械和身体部位的消毒等操作要求很高，操作不规范易造成耳部感染发炎等人体伤害。

近年来，“颜值经济”不断升温，医疗美容市场快速发展，然而相关问题也日益凸显。多地检察机关切实
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责，就非法开展打耳洞等医疗美容项目并发布医疗广告等违法行为，向相关部门发出
检察建议书，依法督促协同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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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

尽管国家早就出台了《医疗美容
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
南》等法律法规，但在违法成本低和监
管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医美市场乱象
仍然时有出现。相对于整形手术等项
目，消费者对打耳洞、激光脱毛等项目
的医疗属性认识不够、警惕不高。

4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
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医疗美容领域违
法犯罪典型案例。案例集中披露了医
疗美容领域的主要犯罪方式，揭示了
消费者选择医疗美容的常见风险隐
患，警示消费者理性选择医疗美容服
务。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9月以来，
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医疗美容
犯罪案件 89 件 306 人，提起公诉 129
件 381 人；共立案办理该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 838 件；向行政机关发出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465 件；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24件，其中15件提出惩罚性赔
偿诉讼请求。

“在普法宣传上，既要引导相关市
场主体树立守法经营意识，自觉规范
经营行为；又要让广大消费者能够区
分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做好甄别，防
范风险。”时保喆说。

时保喆提醒，每个人都是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有必要遵循“安全第
一、美丽第二”的理念，爱美人士接受
医疗美容一定要到正规机构，除了机
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外，选择
美容整形医生时，还要注意看“三证”，
即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证及医疗美
容主诊医生证，切莫因轻信广告宣传
而草率作出决定，以防损害自身健康
权益。同时，也要保留好就诊记录、付
费凭证、合同协议等材料，以备发生纠
纷或医疗事故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据《法治日报》

打耳洞实属医美
消费之前看好有无“三证”

甄别美容类型警惕非法从业

“在耳垂选好位置后，用绿豆反
复按压，将选中位置耳垂压薄，用针
串好香油浸泡过的棉线，刺穿耳垂把
香油线留在耳垂里，长好了耳洞也就
打好了。”

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小李去年
顺利考上大学，爱美的她想在开学前
打好耳洞，奶奶听说后告诉了她这个
打耳洞的“土方法”。“总觉得‘土方法’
不靠谱，后来在商场里的一家美甲店
打了耳洞，打完才发现，其实和‘土方
法’本质上也没啥区别。”小李说。

“打完耳洞后耳垂有点红肿，当
时美甲店说是正常现象，属于个人体
质问题。”小李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她与同学谈及这次打耳洞的经历才
知道，美甲店给她打耳洞用的器械就
是网上卖的“耳枪”。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宣

称“安全易用、防过敏、防发炎”的各
类“耳枪”“穿耳器”，可以多次使用的
一般几十元，一次性的只有几元钱。
多家网店明确标示，购买“耳枪”可以
附赠印有“专业打耳洞”的广告贴纸。

小李记得，她在咨询过程中曾明
确提出对打耳洞是否安全卫生的担
忧，美甲店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说，
美甲、打耳洞属于“生活美容”，没有
任何安全风险，只有和整形相关的

“动刀、动手术”的“医疗美容”才有风
险，让她不要有任何担心。

事实上，打耳洞属于医疗美容，而
医疗美容的本质是医疗，不是美容。

据了解，生活美容是指运用化妆
品、保健品和非医疗器械等非医疗性
手段，对人体所进行的皮肤、毛发的
护理、按摩等带有保养或保健型的非
侵入性的美容护理；医疗美容是指运

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
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
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
行的修复与再塑。

生活美容机构取得《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即可开展经营活动，医疗
美容机构则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执业活动。因
此，如果美容机构没有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就从事打耳洞、激光
脱毛等项目，属于违法行为。

此前，“00 后女生打耳洞致颅内
感染”一事曾引发社会关注。山东济
南一名 18 岁女生在商场打耳洞后耳
部感染，反复发炎红肿，几天后高热
被送到医院就诊，经检查她的肝肾功
能均受到损害，并伴有颅内感染。本
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爱美之举，却带来
了生命危险。

履行检察职责规范医美市场

美容服务中，凡要破皮、侵入人
体的技术操作，均属于医疗美容领
域。相关操作是否规范，使用的医疗
器械是否安全，这些直接关系着消费
者的人身安全。

“市场上有很多宣称‘无菌穿耳’
‘安全穿耳’的服务项目，但在没有相
关资质就从事打耳洞的美容机构，卫
生安全根本没有保障。”石家庄市长
安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时保喆介绍，如果打耳洞操作不规
范，易造成耳部感染发炎，可能造成
疤痕疙瘩、耳郭软组织坏死、耳郭变
形，有的甚至可能造成艾滋病、乙肝、
梅毒等病毒感染，危害人体健康。

前不久，为规范和促进医疗美容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长安区检察院第
四检察部指派人员开展暗访调查，排

查了辖区内商业街区等 117 家饰品
店、美甲店、美容院、理发店，发现部
分店面存在向顾客提供穿耳孔术等
医疗美容服务的现象，以及医疗器具
未经消毒等问题，依法固定了相关证
据。

“经查，这些门店并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资质，根据《医疗美
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规定，穿耳孔
术属于美容外科一级项目，应当在设
有医疗美容科或整形外科的一级综
合医院和门诊部，或者设有医疗美容
科的诊所进行。”针对发现的问题，长
安区检察院向卫生监管部门通报了
调查情况。

同时，长安区检察院向负有监管
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检察建议书，要求卫生监管部门

全面排查整改，依法对涉案美甲店、
饰品店、美容院非法提供医疗美容服
务的行为进行查处，加强对辖区内医
疗美容服务行为经营不规范等问题
的监管措施。

接到检察建议书后，石家庄市长
安区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表示，将根据
检察建议书的内容，成立专项调查小
组，查处有关店铺非法开展医疗美容
项目和非法发布医疗广告的违法行
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同时，还将加大宣传医疗美容相关法
律法规和科普力度。

时保喆表示，检察机关将持续跟
进，强化与行政执法部门衔接配合、
协同履职，督促健全完善执法监管机
制，合力整顿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秩
序。

增强健康意识重视风险防范

空腹吃柿子会得结石？
不一定

未成熟的涩柿子里面含有较多鞣酸，
一方面鞣酸会和唾液蛋白结合，造成嘴巴
里涩涩的感觉。另一方面鞣酸进入胃中，
会使胃蛋白酶失活，还会和胃中滞留的蛋
白质形成不溶性复合物，造成胃里的结
石。严重时会影响消化系统，甚至造成梗
阻。

不过如果吃的是成熟的甜柿子或者
晾干的柿饼，吃起来没有苦涩的口感，其
中的含鞣酸量很低，并不会造成上述影
响。高鞣酸并不是形成结石的唯一因素，
低浓度胃酸、低胃动力等问题也可能在人
体“植物性胃石”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大量胃柿石病例的患者大多伴
有低胃酸、胃动力不足等问题，甚至有很
多是胃溃疡患者。如果你是胃溃疡患者，
或者胃动力不足，建议不要空腹吃柿子，
尤其是未成熟的柿子。 据中新网电

长期侧躺玩手机会诱发斜视？

专家给出三点护眼建议

没事躺着刷会儿手机，你是不是也喜
欢这样放松一下。近日，一名女大学生因
长期侧躺玩手机确诊了斜视，她自称“平均
一天玩手机10个小时，视功能下降，都分
不清平面还是立体。”此事经媒体报道后，
引发关注。不少网友迅速“对号入座”：侧
躺玩手机、不正确用眼、长时间过度用眼，
似乎每一项都中招了，还担心自己长此以
往是否也会斜视。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主任中医
师孙利告诉记者：“年轻人突然出现斜视，
大部分是因为眼睛融合功能出现问题，在
没有甲状腺突眼、动脉神经麻痹等相关疾
病的外因下，更大概率是因长期单侧用眼、
疲劳等因素诱发了先天就有的潜在因素，
病情加快发展从而形成了显性斜眼。一般
情况下，间歇性的外斜视患者经过专业治
疗，并正确用眼后，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记者了解到，斜视一般是指眼球的位
置不正，当一只眼固视某一目标时，另一眼
偏离该目标，而斜视的成因比较复杂，有先
天性因素比如遗传、某一眼外肌发育异常，
也有后天性因素如外伤、颅内病变等。

“不正确姿势、过度用眼不一定会诱发
斜视，但近视、干眼症、眼睛疲劳一定受其
影响，这也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三大
问题。”孙利强调，用眼过度还可能造成严
重的眼部并发症如视网膜裂孔，甚至中心
性视网膜病变等。

针对现代人不良用眼、过度用眼的问
题，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要长时间
看电脑或手机，切勿沉迷于游戏、追剧，让
眼睛一直不停歇，每半个小时就要站起来
走动一下转移注意力；第二，用眼保持一定
的距离，良好的姿势，尤其是青少年，低头、
侧头写作业，会加重近视以及两眼视差等
问题；第三，平常用眼疲劳时，可以用热气
微熏眼部，喜欢喝茶的人还可以选用石斛、
麦冬、枸杞、菊花、决明子各2g泡茶喝，有
一定的护眼作用。 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