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项目”要把好资质关

多方护航“变美之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医疗
美容受到不少爱美人士的关
注，特别是非手术操作的“轻医
美”项目，更是格外受到青睐。

腾讯营销洞察近日发布的
一份“轻医美”行业调研报告显
示，我国医疗美容市场正以每
年约15%的复合增长率持续增
长，其中“轻医美”占据“半壁江
山”，且呈现轻龄化、生活化、更
悦己、更开放等趋势。

但是，“轻医美”并非零风
险。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多地
查处涉及“轻医美”的相关案
件：重庆市江北区警方破获一
起涉医疗美容行业生产、销售
假药案，查扣假冒伪劣肉毒素
9 万余瓶、麻膏 150 余公斤，涉
案金额超 2 亿元；兰州市公安
局成功侦破妨害药品管理案，
捣毁家庭式医美“黑诊所”6
处，查处用于存放肉毒素仓库
3处，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

与此同时，一些求美者对
医疗美容的风险性也缺乏充足

认识。今年4月中旬，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疑为
肉毒素中毒的患者。患者在一
家美容机构注射肉毒素后出现
四肢瘫软、说话困难、呼吸不畅
等症状，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

专家表示，从根本上讲，
“轻医美”仍是医疗行为，存在
一定的医疗风险，如果患有一
些基础疾病，或是因为美容过
程中操作不当，都可能在术中、
术后引起并发症，严重时甚至
会危及生命。

“轻医美”不等于“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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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变美”更安心？
——来自“医美热”的观察

肉毒素、玻尿酸、水光针……近年来，以注射美容和光电项目为主的“轻医美”
“微整形”受到求美者追捧。国家整形美容质控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100
万人次接受注射美容治疗。迅速增长的医疗美容市场背后，来路不明的产品、不正
规的机构都是“变美”之路上的陷阱。如何让“变美”更安全更安心？

随着医疗美容市场的蓬勃
发展，在利益驱动下，越来越多
人“入局”医疗美容特别是“轻
医美”行业，但其中不乏无资质
人员鱼龙混杂。

对于医疗美容行业的准
入管理，国家有明确规定。《医
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强调，
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
诊医师必须同时具备具有执
业医师资格、具有从事相关临
床学科工作经历等条件。《关
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
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
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动，
未依法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发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或者“诊所备案凭证”，不
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与外科手术需要大型设
备和手术团队、只能在医院开展
不同，注射美容、激光美容等项
目基本操作相对简单，也有更
多非法行医现象，给监管带来
一定困难。”国家整形美容质控
中心副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整
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龙笑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
无资质人员在宾馆酒店或居民
楼里租间房子就开展医疗美容
项目；一些“黑诊所”与美发店、
按摩店串通，让后者给自己输

送客户。
“近日医院接诊的一位患

者在‘私人诊所’打了好几针
‘医美针’，脸部出现严重过敏
反应，但患者甚至不清楚注射
的是什么，导致后续治疗困
难。”山东省省立医院烧伤整形
外科主任霍然说。

专家提示，求美需要“擦亮
眼睛”，以安全为基石，提前充分
了解医疗美容项目风险，不要
盲目听信营销噱头，客观、理性
选择。同时，要选择正规机构，
咨询正规医生，使用正规产品，
医疗机构及医卫人员资质均可
在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查询。

近年来，相关部门加大对
医疗美容行业的监管整治力
度，取得明显成效。国家卫健
委等部门加强医疗监督跨部
门执法联动工作，对医疗美容
等重点执业活动组织开展联
合专项整治；国家整形美容质
控中心把降低注射美容并发
症发生率作为今年工作重点；
深化跨部门综合监管、严格规
范医疗美容广告发布行为、各
地开展医疗美容机构专项整治
行动……多方正在护航“变美

之路”。
“更好地监管医疗美容行

业，需要线上线下并重，多部门
协同，持续加强整治。”国家整
形美容质控中心主任、北京协
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
王晓军说，要强化全行业人员
对整形美容专业临床质量安全
的意识，为公众营造一个绿色、
健康、规范、高质量的行业发展
环境，让求美者在安全的环境
中实现美丽的愿景。

“美没有固定标准，变美不

能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王晓军
建议，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不要
盲目跟风，如需进行医疗美容
项目，要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
行。

中国消费者协会政策研究
部主任皮小林提醒，求美者应
留存好消费凭证和证据材料，
如果遇到权益受损，可及时与
医美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向
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政部门投
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如何科学用油、合理增豆
和加奶？记者采访了辽宁省沈
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
全与营养所所长陈慧中。

“目前我国居民烹调油平
均摄入量已超出推荐量的三分
之一，长期过量摄入烹饪油会
导致肥胖，增加血脂异常、动脉
粥样硬化、冠心病和糖尿病等
慢性病的发病风险。”陈慧中表
示，减油的重点在于减少烹调

油，成年人每天烹调油合理摄
入量为25克至30克。因此，家
庭烹饪时可使用带刻度的控油
壶，实现定量用油、总量控制；
蒸、煮、炖等烹饪方式不仅更健
康，还可减少油的用量。

“大豆及其制品营养丰富，
可提供优质蛋白质，适合所有
人群。”陈慧中建议成年人平均
每天摄入15克至25克大豆或
相当量的大豆制品，“北豆腐约

60克、南豆腐约110克、豆腐干
约 45 克、豆浆约 300 克相当于
20克大豆的营养含量。”

奶及奶制品作为钙与蛋白
质的优质来源，充足摄入有利
于肌肉和骨骼健康。“建议每天
摄入 300 毫升至 500 毫升液态
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超重肥
胖、高血脂人群可选择脱脂奶
或低脂奶。”陈慧中说。

据新华社电

专家指出，减油增豆加奶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