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0 元就能当“医美咨询
师”，23 万元一针的维生素 C 卖
给消费者

“3000 元进修一个月，就能给你发
一张医美咨询师的执业资格证。 ”上海
九院整形外科主任孙宝珊做了 18 年医
疗质量监控工作，一直在医疗美容质量
监控的第一线，他告诉记者，所谓的“医
美咨询师”行当正在带坏年轻的“正规
军”医生，破坏整个行业的生态。

医美咨询师即“美容医学咨询师”，按
照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容与美容学分会的

官方解释，是美容整形机构中从事咨询工
作的、在整形医生和求美者之间架起沟通
桥梁从业者。美容医学咨询师认证参考国
家其他职业资格认证办法，资格认证工作
主要包括培训与考核两个部分。

“医疗美容行业现在变成技术质量
极差的一个行业，理发店、美容院、足疗
店，只要胆子够大，都能干医美。 ”孙宝
珊说 ，医美行业门槛低 、市场大 ，很多
“老板”蜂拥而至，“做坏一个，顶多民事
责任，赚 100 万赔 20 万，划得来。 ”

孙宝珊见过有的民营医美机构用

维生素 C、生理盐水、维生素 B12 兑在
一起做成“美容针”，再以 23 万元一针
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也见过开个双眼皮
报价 10 万元， 竟有人为之埋单的 “怪
事”。 “见得多了，这在医美行业早就不
稀奇了。 ”孙宝珊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

院长、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主任
委员栾杰也注意到了这种 “怪事”，“很
多民营医疗机构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它们把大把钱花在店堂上、 门面上，装
修豪华，但手术室里用的线和针都是最
便宜的。 引流管如果能用输液器替代，
绝对不用引流管”。

心内科、骨科的医生在短期培
训后成了整形医生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整形外科医

生告诉记者，他的一个同科室朋友前不
久在高薪诱惑下“跳槽”到了一家民营
整形机构。这是一家还算正规的民营机
构，它聘请的整形医生都是具有整形科
从业资质的专业人士。 但在那里，医生
们过的日子“五味杂陈”。

“一开始，咨询师姐姐给他推荐了
病人。 他很认真地像在公立医院一样，
做了术前分析、研判，然后把病人婉拒
了，因为不符合手术指征。 ”这名医生
说，这样几次下来，这个“正规军”出身
的医生就被咨询师“封杀”了，“所有咨
询师，都不给他推荐病人，‘饿’他 3 个
月，一台手术也做不了。 ”最后，这名年
轻的医生妥协了。 他再也不敢轻易“婉
拒”咨询师推荐过来的病人。

记者注意到， 原卫生部曾在 2002
年发布过《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
19 号令），明确规定负责实施医疗美容
项目的“主诊医师”须为“执业医师”，其
中提到执业医师须“经过医疗美容专业

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
临床工作 1 年以上”。 但是，在巨大的利
益诱惑面前，包括心内科、骨科等科室
的医生都在短期培训后成了整形医生。

上海九院整复外科副主任、组织处
处长王丹茹注意到，现在来医院进行规
培、专培的年轻医生与过去不同了，“医
生应该是救死扶伤的行业，现在很多医
生被巨大的医美市场占据头脑，专门来
学美容手术，而不是学面部修复”。

“正规军”奇缺
栾杰说，“追逐暴利”如今已经成为

民营医美机构的硬伤，现在很多医疗机
构把患者称为 “顾客”，“这是全世界绝
无仅有的，很多国家都称作‘患者’”。在
医美行业，“医疗本质” 现在被淡化了，
“很多机构想办法用服务、美学替代，包
括一些专家认为美学是一个系统，要逐
渐脱离整形这个医疗专业”。

栾杰调研发现，现在很多民营机构
“花钱买证”，国家规定机构里一定要有

持有医师执业资格证的医生坐堂，因此
这些机构就每月花上数千元聘请一名

持证的退休医生，“医生根本不用来上
班，他只要有证就行，应付检查”。

此外，当前整形医生“正规军”奇缺，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
科医院（八大处整形医院）研究中心主任
肖苒曾多次呼吁建立“专科医师制度”。

栾杰建议， 医美行业一定要确定
“公立医院主导地位和机制”，从医生培
训，到制度建设、诊疗规范，都应该落在
公立医院的“肩头”。 同时，政府还应给
予公立医院充分的运营机制空间，“光
让它培训、制定规范，培养的人却去了
民营机构，留不住人不行。 ”

上海九院整复外科副主任李圣利

建议，正在修订的“19 号令”应该鼓励有
资质的医生独立或者联合开设民营医

美机构，“一个啥也不懂的老板，只要有
钱就能开，这是不对的。 一个经过科班
培训的医生，他有起码的职业荣誉感”。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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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行业乱象丛生
医美行业的乱象，已经到了让那些整形外科专家、学术大咖忍

无可忍的地步了。 10 月 30 日，当由《人民政协报》组织、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孙咸泽带队的
“医美行业专题调研组”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时，九院的专家们有的戴着口罩从门诊下来，有的穿着罩衣从手
术室出来，还有的拿着熬夜整理的厚厚一沓书面材料，他们要“反
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