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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产品无保障
微整形变“危”整形

期间， 警方先后抓获国内顶级代
理商吴某、杨某等5人。据嫌疑人交代，
大部分假药及无证医疗器械产品均为
境外供货， 并通过国际物流非法走私
进来。

在查获的药品中， 麻膏引起了民
警的注意。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一罐麻
膏的进货价仅为30元到50元，远低于
市场价格。 浙江海宁市公安局民警黄
建中表示， 经过相关部门的进一步鉴
定发现，该麻药产品是粗糙的仿制品。
可以判定，有地下工厂的存在。犯罪嫌
疑人只交代了所有的货是通过一个微
信号与上家联系， 对方通过邮寄的方
式，把相关物品进行邮递。

在查获的各种微整形假产品中，
警方发现， 有些产品是从境外非法走
私而来， 有些则是通过地下黑作坊生
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障，潜
在危害性很大。

浙江海宁市公安局民警马世超介
绍，他们还查到了肉毒素，学名叫A型
肉毒杆菌毒素，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瘦
脸针。它的来源不明，而且标识都是韩
文或者是英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
的，一律按照假药处理。

而民警所查到的麻膏， 是犯罪嫌
疑人周某华等人组织人员在国内生产
的、仿制国外的仿制品，它的主要作用
是在微整手术前，涂抹在皮肤表面，起
到麻醉的作用，减少疼痛。据了解，这
些来源不明或是“黑作坊”生产的微整
形产品，使用时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据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
科主任罗盛康介绍， 朋友圈和微博中
流通的微整形药剂95%都是假的，大量
医疗美容事故都是由于假针剂引起。

记者调查发现， 假针剂在互联网
上公开售卖。 目前在国内美容市场流
行的日本美思满公司生产的人胎素产
品， 在某电商平台上以每盒几百到几
千元不等的价格售卖。 在日本医疗行
业从业多年的名古屋大学医学博士李
岚介绍，按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注射类
的药品不能对个人销售，所以不可能通
过代购带回国；中国法律也不允许此类
药品进口。因此，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流
通的声称来自日本的人胎素都是假的。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现在很多非医
疗专业人士组团去日、 韩培训整形项
目，如果不去参加这类培训，就拿不到
这类所谓的进口药物，而这种药物是这
个行业的重要暴利来源。据了解，在正
规医院，注射一支肉毒素价格数千元至
上万元不等。北京一个不法窝点宣称的
“韩国进口”肉毒素拿货价每支480元至
650元， 卖给客人的价格约2000元至
5000元，有些产品甚至论斤卖给美容院
或工作室。

记者发现，在淘宝上玻尿酸价格最
低的只需几十元。其实正规厂家的玻尿
酸差价并不大，价格都很高。那些低价
产品都是仿造品，质量无法保障，有的
还使用国家早已明文禁止使用的奥美
定冒充玻尿酸。

■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社

眼下，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微整形”也渐渐走进一些人的生活，不过，美丽的背后有时也暗藏
风险。很多爱美人士可能没曾想过，人的面部结构极其复杂，神经血管纵横交错，微整形风险颇大，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事故；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美白、瘦脸产品使用后可能会伤害身体，带来不可逆
的影响。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人朋友圈兜售的产品可能涉假，这进一步增加了风险。

近日，浙江警方捣毁一个制造、销售“微整形”假产品和无注册证医疗器械的犯罪网络，涉案金额
超过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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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微整形药剂
95%都是假的

朋友圈卖微整形假药
牵出数亿元大案

今年2月， 浙江海宁警方在
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微信朋
友圈非法销售肉毒素、 麻膏、玻
尿酸等微整形产品。警方将目标
指向了暂住在海宁市的一安徽
籍女子马某荣，她长期通过微信
等方式销售微整形产品，警方还
在她背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销
售网络。

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她的销
售网络，下家实际上遍布全国各
地，产品也相当多，包含了传统
的肉毒素、玻尿酸等等一些医美
产品，销售金额也相当之大。

但当警方前往马某荣住处
检查时，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微
整形的药品或医疗器械。

随后，浙江嘉兴、海宁两级
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以马某荣
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开展侦查工
作，并最终摸清了马某荣及其供
货商杨某、曾某镇的团伙组织架
构。马某荣只是中间商，不直接
接触产品。

今年4月， 民警先后分赴江
西、安徽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马某荣、郑某彤等8人，查获各类
微整形假药3100余盒， 无注册
证医疗器械25000余盒。

经过进一步侦查， 今年7月
底，专案组一举捣毁了制假的生
产窝点、囤货仓库，当场缴获大
量假药、 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
截至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21名，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

3亿元假产品案起底
微整形变“危”整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