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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非法微整形培训机构黑幕——

5天变“医生”假药销售遍全国
外行人经过短短5天培训就能成为“美容医生”,并敢给爱美人士

做微整形注射手术;销售的假药遍布全国31个省份,销售额6000多万
元——浙江丽水市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非法行医案件时,查处了一个
在全国各地非法举办微整形培训班,同时向学员推销假药的团伙。

目前,22名涉案人因涉嫌销售假药罪、非法经营罪被批准逮捕。

浙江丽水莲都区警方不
久前在网络上巡逻时,发现有
市民投诉:“有人在微信里做
微整形广告,招揽顾客,可能
是骗人的。”其发布的广告显
示,微整形项目有打肉毒素、
玻尿酸等,均为注射手术。

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展开
调查,随即在丽水市区一家宾
馆内查获了准备给两位顾客
手术的小珠。警方查明:小珠
是丽水人,没有任何行医资
质,只是在 2015年 8月参加

了一个叫“德丽注射美容培训
中心”组织的培训,培训时间
只有5天。随后,小珠就回到
丽水开始“创业”,注射一针肉
毒素收费1500元,注射一针
玻尿酸收费1600元。小珠之
前已经做过几次“ 注射生
意”。让警方大跌眼镜的是,
顾客中还有一名有行医资质
的医生。

年仅20岁的丽水女孩秦
小姐就是非法微整形手术的
受害者,她也是在丽水的一个

宾馆内接受了注射整形,没想
到随后发生面部肌肉僵化,到
上海、杭州等各大医院进行治
疗却没有改善。

浙江省医师协会美容与
整形医师分会负责人介绍,由
于施术者本身缺乏相关医学
知识,未经相关专业培训,手
术和操作中出现并发症和意
外事件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
如因为非法注射玻尿酸而导
致求美者失明的案例不时见
诸报端。

受训5天变身“美容医生”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
个所谓的“德丽注射美容培
训中心”是一家非法美容培
训机构,曾被媒体曝光,随后
又改头换面,以“中美商学
院”为名,继续在全国各地举
办培训班。

“他们在各地办班,却没
有固定的教学场所,都是在
宾馆的会议室进行。”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通过举办111
期培训,周某某等人至少收
取了 4000多万元的培训费
用。”

2016年下半年,丽水警
方开展了抓捕行动,行动组
在深圳、东莞和郑州同时开

展行动,抓获“面部微雕大
师”周某某等22人,查获104
箱相关器械和药品,冻结了
部分涉案资金、资产。

通过百度查询看到,这个
周某某毕业于解放军第一军
医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教授,
是国内著名的“面部微雕大
师”。而在看守所里他否认
了以上对自己的描述并坦
言:“没有,这些只是各方面
的包装。”

负责办理此案的民警陈
国平介绍,周某某原来在一
家医疗机构工作,从2012年
开始,他伙同杨某、刘某在深
圳非法成立了一家美容公

司,常年对全国各地的无资
质人员进行培训。其中周某
某负责授课、杨某负责网络
推广、刘某负责销售假药。
他们通过网络上的虚假推
广,在全国各地大肆招揽学
员,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大
城市开办培训。直到被公安
机关抓获,他们已经办班111
期,培训“学员”超过 5000
人。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微整
形都是通过微信传播,熟人
介绍,在小区随便租个房间,
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出了问
题,顾客不容易投诉,相关管
理部门也不容易追查。

非法培训数千整形学员

近年来,我国医疗美容特
别是微整形行业发展迅猛,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规
范,相关管理办法滞后,监管
部门职责不清,医疗美容出
现管理真空,再加上消费者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导致相
关医疗事故频频发生。

陈国平介绍,通过学员大
量推销肉毒素、玻尿酸、水光
针、美白针、麻药膏等来源不
明的假药,是培训机构的另
一条获取暴利的途径。在培
训班结束前还有一个重要的
环节,就是让学员添加刘某
的微信,以便销售各种整形
药品和器械。“销售的假药遍
布全国 31个省份,销售额
6000多万元。”

调查表明,该团伙所销售
的肉毒素、玻尿酸、水光针等

美容药品没有任何批文许
可,根据规定都属于假药。
整容专业人士认为,微整形
实际是一种医疗行为,当前
社会上非法进行所谓微整形
的情况很多,一些已被国家
明令禁止使用的材料和尚未
经国家批准使用的所谓进口
材料通过网络、微信等渠道
大肆流通销售。

“‘注射玻尿酸’等微整
形均属于医疗美容,只能在
医疗机构开展。”杭州市卫生
局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
表示,“非法行医之所以猖
獗,主 要 因 为 违 法 成 本 太
低。不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
美容院、美容师被卫生监督
部门查到,可能只罚几千元,
比起赚几百万元微不足道。
而且一个窝点被查,他们能

迅速换另一个地方。”
一些监管人员建议,需加

大源头打击,减少市场上的
假药横行。同时加强跨部门
协调,进行数据共享和联动
查处。此外,应对造成人身
伤害的行为从严惩处,将有
消费者投诉的美容机构列入

“黑名单”。同时,严禁无资
质人员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微整形
本应由卫生行政部门监管,
但由于许多微整形在美甲店
或者酒店进行,论管辖权又
归工商部门管理。然而工商
部门对医疗美容难以界定,
且这些非法机构隐蔽性强、
流动性高,在没有充分证据
的前提下,工商部门难以有
效执法。⑥7

据新华社电

非法微整形 乱象丛生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16日
电 检测不出任何药用成分的假
肉毒素、假玻尿酸等美容医疗用
品,通过网络销售至全国60余个
城市和地区。近日,黑龙江牡丹
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破获了一
起公安部督办的近亿元生产销
售女性美容假药案。

2015年11月下旬,牡丹江市
公安局得到举报,称东宁市有一
个发售假肉毒素、假玻尿酸等美
容医疗用品的犯罪团伙,警方立
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警方初步查明,化名王浩然
的王某,伙同宁某鹏等人在天津
市将其购买的假肉毒素裸瓶及
配套包装物,通过快递贩卖给东
宁市居民李某强。李某强及其
同伙刘某在东宁市将裸瓶包装
为成品后,再通过微信联系买
家,向外贩卖。此外,王某还租
用仓库储存假药,雇汪某柱等人
帮其接收和管理从天津发来的

假肉毒素及商标等用品。汪某
柱将假肉毒素进行包装之后,再
按照王某提供的地址向外贩卖。

经检测,这些假肉毒素、假玻
尿酸等美容产品不含有任何药
用成分,注射后轻则无效,重则
出现皮肤红肿、疼痛,甚至浑身
乏力等症状,需要到正规医院注
射肉毒素血清后才能恢复正常。

2015年12月,在公安部治安
管理局组织部署下,全国多个省
市同步开展抓捕工作。截至今
年7月,警方在东宁、天津、郑州、
北京等地将 18名涉案嫌疑人抓
获。

在此次专项打击中,警方共
查封涉案场地 3处,查获涉案假
药5700余支、针头3100个、口服
液封口机3个、打码机2个、涉案
车辆 2台及用以包装假药的托
架、包装盒、瓶盖、商标、说明书
等物品若干,涉案金额近亿元人
民币。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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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破获一美容假药大案
抓获18名涉案嫌疑人

并非魔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