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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造名词，炒作概念
串起“灰色产业链”

1.应先建立正确的抗衰老观念，有
风险承担意识。 因为抗衰老是医学技
术，任何医学技术都有未知风险，有些
风险难以避免，不要过于理想化。

2.不要轻信朋友的推荐。做之前先
了解相关知识“防忽悠”，如果身边有
医生等专业人士最好进行咨询。

3.不要贪图便宜。不要拿正规机构
的产品价格和非正规机构的做对比，
有的消费者容易被忽悠而选择便宜的
产品。

4.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和专家。医生
不是几天速成班就能培训出来的，需
要一系列的知识， 在抗衰老治疗过程
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出了问题如何处
理等，都需要有规范化的操作。

■据央视新闻

网上搜索成分生产
代理层层赚差价

该案查获的各种微整形假产品中，警方
发现，有些产品是通过地下黑作坊生产出来
的，产品质量无法保障，潜在危害性很大。其
中，一种作用于整容手术前的麻醉药物———
麻膏引起重视。这些麻醉药物是犯罪嫌疑人
组织人员在国内生产的、 仿制国外的仿制
品。该产品制造过程可用“脏乱差”形容，水
是直接来自井水或河水。后期根据嫌疑人交
代，他所制作的麻膏，没有科学依据，仅仅是
通过网络搜索相关产品的主要成分，然后自
己试着配比生产。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非法走私、制造微
整形假产品利益巨大， 加上侥幸心理作祟，
他们才会铤而走险。麻膏产品正常的成本价
仅15—20元， 但产品最终到消费者手上却
高达200到300元不等，利润至少10余倍。

浙江微整形假产品案件并非个例。不久
前，江苏镇江公安机关侦破两起“美容针”特
大生产销售假药案， 这些微商通过网络渠
道，对外售卖虚假美容产品。据了解，这些微
商每个人手上都有十几个美容交流群，通过
纵向建立层级代理，层层赚取差价。据民警
介绍：“工作室负责人自己美容过、 微整形
过，在做微整形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通过
网上购买、转售的行为赚钱，然后从网上进
货，特别是肉毒素、含有(利多卡因)的玻尿
酸，进货后就在朋友圈发广告。”

创造美容名词
夸大抗衰老效果

很多求美者难以抵抗那些真真假假的
微整形产品，是因为被所谓的抗衰老新材料
或新技术广告忽悠，甘愿掏巨额费用。有专
家表示，一些机构善于包装名词，炒作“羊胎
素”“人胎素”等抗衰老材料或技术，夸大延
缓衰老或美颜纤体的功效， 并收取高额费
用。但在学术上，这些所谓的抗衰老材料或
者技术的潜在风险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其
临床应用也没有得到相关许可。

10月14日， 记者在阿里巴巴平台输入
“羊胎素” 搜索发现， 仍有近一千种相关产
品， 有些产品的宣传文案称可以抗衰老、淡
细纹等。

记者调查中发现，微整形市场上，现在还
出现了很多新的未经国家批准的药品， 如溶
脂针等。美容机构为了兜售这些药品，杜撰出
了名目繁多的微整形项目来诱骗消费者。

近年来，在朋友圈卖货
的不少， 除了卖农产品、袜
子衣服外，还有不少人在朋
友圈售卖面膜、微整形等美
容产品。这些产品不但卖得
不比市面上便宜，而且多数
还是三无产品。近日，浙江
警方就捣毁一个“微整形”
假产品的制造、 销售窝点，
嫌疑人主要以朋友圈为渠
道进行销售，涉案金额超过
3亿元。黑作坊、成本低、利
润高……该案件也使微整
形产品的灰色产业链再次
浮出水面。 对于市面上的

“微整形”产品，其功效究竟
如何？消费者不妨看看专家
的权威解读。

协和医科大学的整形美容外科博
士陈焕然介绍，医学是很严肃的，没有
美白针这么一回事儿， 美白针注射后
对人体是有短暂的美白的作用， 这些
东西打进去之后就干扰了皮肤黑色素
的代谢， 让人体的黑色素细胞被抑制
了，当然皮肤亮一些白一些，但是对肝
脏功能、肾脏功能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而像溶脂针、干细胞，国家都没有
批准用于微整形， 现在市场上打得比
较多的生长因子也千万不能注射。生
长因子打到皮肤后， 会刺激皮肤的细
胞无限地增生，它激发了细胞的代谢，
不断地复制生长， 经常反复地溃疡就
变成了恶性肿瘤。

记者咨询多位专家了解到， 如今
一些美容院为了招揽顾客， 编出了很
多微整形的名目来诱导消费者消费，
而这些项目所用的药物很多都是商家
买来未经国家批准的假药自己进行配
制，安全性无法保证，甚至还会带来生
命危险。

没有美白针这回事

专家说法

提醒
消费者如何规避风险？

微整形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