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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女子因抽脂手

术死亡一事仍在网上热议，
记者 7 月 17 日了解到， 在网友
担心整容的安全性时， 一些医美机
构则宣称以注射为主的微整技术更安

全。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探访发现，微
整导致不良反应事件也时有发生，而其
中违规制售非法医美针剂已经形成

了“黑产业链”。 有的假医美针剂成
本仅几元钱， 有的假玻尿酸针
剂里填充的甚至不是玻

尿酸。

医美针剂违规网售 微整形变“危”整形
有的假玻尿酸针剂里填充的甚至不是玻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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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映

被注射假针剂 留后遗症 10年未治好
7 月 14 日， 一女网红坦言自己因为 8 年里打

了太多玻尿酸导致难以取出，现在不敢出门。 她劝
网友千万不要盲目注射玻尿酸，“玻尿酸这种东西
千万不要打太多。 整容需谨慎，什么东西都得三思
而后行。 ”有网友表示，市面上假玻尿酸泛滥，打了
劣质玻尿酸或者假玻尿酸会导致后遗症。 李女士
10 年前注射的美容针导致的后遗症到现在也没有
完全治好。 当时，美容院称为其注射填充用的玻尿
酸，但因为面部出现坑坑洼洼的情况，注射了半年
后她到医院就诊，才发现被注射的是假针剂，里面
的主要成分根本不是玻尿酸， 而是早就被禁用的
奥美定。 而近些年因注射假冒玻尿酸针剂导致失
明的案例也时有出现。

探 因

失败案例多因使用劣质针剂

非手术类微整项目及轻医美项目， 因创伤小
等因素，更容易为国内消费者所接受。 同时，由于
注射类医美并非长久起效，因此复购率非常高，也
让医美机构乐于推广。 然而，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也不容小觑。

记者了解到，网上频频出现的微整失败案例，
让微整变“危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伪劣针
剂。 在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2021 年第五期的美容舆
情报告中， 报告期内不良事件涉及的产品有水光
针、肉毒素、脂肪填充等，而上述三项医美也排在
不良事件的前三位。 而在其通报中，当期发现的网
上非法代购假货、水货的相关信息 27 条。 个别网
站的非法产品信息多次出现， 并试图通过招募代
理的方式来扩大其非法销售网络。

发 现

非法医美针剂销售 潜伏网络社区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医美针剂都是从哪儿来的
呢？ 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社交媒体都成了假货
流通到消费者手中的渠道。 而为了躲避平台的监
管，一些卖家还玩起了医美的“黑话”，有的打出同
类产品的名字再加“同款”字样，有的则以包装颜
色 + 功效来标注。 这些卖家并不会在商品详情页
内描述商品， 都为了把顾客引向网络社区或微信
单独联系。

事实上，所谓代购、代理非法医美针剂的人士

也一直在通过网络社区和微信来寻找顾客。 记
者在某网络社区平台上看到， 各种销售玻尿酸
针剂的广告随处可见。 而一些微商还借助贴吧
留言的功能在众多帖子中留下联系方式。 为了
抢夺货源， 部分卖家还贴出一些所谓“不良商
人”的信息来提醒网友注意，而转身就开始推销
自己的产品。

售 假

疫情下卖家仍号称有充足进口货源

记者以客户的身份联系其中部分商家发
现，确实有一些人从事医美针剂的销售，有的还
号称自己拥有存货的仓库，货源充足。 而当记者
问及为何疫情防控的情况下还能有充足的进口
货货源时，对方表示是在疫情前的渠道货。 但是
记者了解到， 大部分玻尿酸针剂产品的保质期
只有两年。 当记者质疑其资质时，对方表示，进
口产品确实没有办法扫码验真， 但是国内的产
品均可以接受扫码验货，如果担心其货源，可以
选择国内产品。

从其发来的价目表中也能看出， 在一些正规
的医美机构销售价格本应低于进口产品的国产玻
尿酸针剂，在其价目表中是最贵的产品之一，价格
在三四百元左右。 而来自韩国的玻尿酸注射剂售
价最低的只有 80 元。 事实上，即使不考虑销售进
口水货，像该微商宣称的那样，其销售的国产玻尿
酸针剂可以通过扫码验真， 其行为也已经触犯了
相关法律法规。

在我国， 注射用的玻尿酸针剂按照第三类医
疗器械管理。 这也是医疗器械中管理最为严格的
最高风险级别，不仅生产，销售也需要专门的经营
许可， 正规厂家不可能将产品卖给没有资质的经
销商或个人。

揭 秘

生理盐水、低价原料 假医美针剂低价仍暴利
记者了解到， 部分消费者或者不良医美机构

找这些非法渠道购买医美针剂， 主要是图其价格
低廉。 但更大的隐患在于，一些不法平台以某些手
段脱离了监管，其货物到底从何而来，消费者无法
知晓。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
医美针剂中最大的问题来自水货和假货。 其中，水
货是指没有得到国内批文的但已经在国外销售的
医美针剂， 而假货则是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均未得
到批准的产品。

而一些假货的源头主要就是为了仿冒知名
品牌的产品， 他们会找一些小厂甚至是作坊来
合作， 这些厂家并不具备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
的资质。 该业内人士表示，因为要申报，玻尿酸
注射产品的大配方都是公开的，所以基本可以
通过公开渠道找到。 玻尿酸是一大类产品，不
同等级的玻尿酸原料价格相差十几倍甚至上
百倍。

记者根据爱美客财报计算， 其玻尿酸产品嗨
体和爱芙莱 2019 年的成本分别为单支 25 元和 31
元。 使用医用级原料的正规企业的生产成本尚且
如此，“黑作坊” 出产的玻尿酸针剂的成本只可能
更低。 有业内人士透露称，一些作坊生产的玻尿酸
针剂出厂价平均 2 元到 10 元，经过一级代理会加
价为 50 元左右， 再经朋友圈二级代理就成了 200
元到 300 元， 最后用户看到的价格会涨到 1000 余
元，产品溢价数百倍，利润极大。

曾经侦办过案值上千万元的假冒美容针剂的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警方透露， 造假窝点用的原料
是成本仅 0.6 元 / 瓶的冻干粉，而不法分子的利润
“远超贩毒”。

不仅如此， 一些不良商家销售的甚至根本就
不是玻尿酸。 一位在北京三甲医院从事医疗整容
的医生向记者透露，在其问诊的患者中，有的人拿
来让医生识别的针剂里装的并不是玻尿酸， 而是
生理盐水。

提 示

注射用合法玻尿酸必须是“械”字号
近年，多地警方通报查处的假美容针剂大案，

案值均在千万以上。从 2017 年开始，国家对医美市
场进行专项整治。 今年，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再度
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
工作。 根据工作方案，此次专项整治包括严厉打击
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相关活动的行为， 严格规范医
疗美容服务行为， 严厉打击非法制售药品医疗器
械行为等。

而在日常中如何鉴别自己被注射的玻尿酸是
不是正品呢？ 记者了解到，用于注射美容的合法玻
尿酸，必须是“械”字号。 玻尿酸注射剂在我国按照
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而在我国销售的医疗器械
外包装需要有中文标签，如果包装全是英文，这个
产品很有可能没有在国内注册，存在风险。 合规的
医疗器械产品外包装注有注册证号、生产厂家、生
产许可证、预期用途等信息，且能在国家药监局官
网查到。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