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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颜值经济”蓬勃增长，人们对医疗美容的需求
越来越旺盛，也促进了医美市场的发展。但随之出现的非法开
展医美服务、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行业乱象，不仅严重损害
了医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2022年案件数量呈爆发趋势，同比增长166.7%；面部整
形类占比66.7%，美体塑形类占比22.2%；涉诉医方多为民营
企业……日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梳理了该院近5年来审
结的医疗美容消费纠纷案件，提醒消费者在接受服务过程中，
应选择实名就医，避免化名就医导致的后期维权认定难，同时
应当用照片等形式固定术前和术后形态，并随诊保管好病历资
料，避免后期发生纠纷后难以向医美机构索要病历、检测单等
就诊资料，确保维权时“有理说得清”。

接诊大夫无医师资质被判欺诈

此前，王某通过微信与某美容公司预约刘医生为其进行医
疗美容。当王某在进行红蓝光医美项目时，却发现面诊人员并
非刘医生，而是没有医师资质的晋某。为此，王某投诉至行政
主管部门，美容公司后被认定“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
卫生技术工作”。

“我要求美容公司退还诊疗费并支付三倍赔偿。”随后，王
某诉至法院。顺义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所做的红蓝光项目应
由医生提供面诊，且王某在预约时也明确了应由刘医生接诊，
而就诊时却发现是没有医师资质的晋某在提供服务，故认定美
容公司行为构成欺诈，应退还王某诊疗费并支付三倍赔偿。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近年来顺义法院受理的医疗美容
纠纷民事案件不断增长，其中2022年的案件数量更是呈爆发
趋势。”顺义法院民三庭庭长王晓磊说，医美消费者反映医方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虚假宣传、过度承诺、告知说明义务履行不
充分、医美诊疗行为不当、效果不佳以及病历书写、管理不规
范等，基本涉及医疗美容服务全过程，消费者要求法院适用惩
罚性赔偿条款的案件也在逐渐增多。

什么情况下法院会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顺义法院民三庭
副庭长李青表示，对于医美消费类纠纷，需要看医疗机构及人
员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即机构是否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及相应的诊疗科目、诊疗项目，人员是否具备从业项目的

资格要求；需要分析医疗美容机构的广告宣传、医美合同、病
历记录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是否会影响到医美消费者的判断
和决定；医疗产品是否合法正当使用，是否超出产品的适用范
围，“医疗美容机构若符合以上任意一项或几项，足以影响医
美消费者的判断，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同意实施相关手
术，则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欺诈行为，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

医美机构应详细告知诊疗方案

“医疗美容机构是医疗美容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应当自觉
承担社会责任，诚信经营，营造良好的医疗美容消费环境。”
王晓磊表示，医疗美容机构应从规范诊疗行为和依法公开信息
两个方面完善管理体系，提升医美服务水平。

王晓磊提醒，医疗美容不同于生活美容，医疗美容机构应
严格遵守医疗美容资质相关规定，具备《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依法设置医疗美容相关科目并进
行备案，由主诊医生或者在主诊医生指导下的执业医生负责实
施医疗美容项目。同时，医疗美容机构应严格遵守医疗美容技
术操作规程，充分保障医美消费者的知情同意权，术前要通过
书面、口头形式详尽告知治疗的适应症以及禁忌等，与消费者
签订手术同意书、知情书、告知书，在已详细告知、充分解释
治疗项目并征得消费者同意后方可进行相关治疗。

对于记录诊疗过程的病历，按照我国《医疗机构病历管理
规定》，就诊者住院病历由医疗机构负责保管，门(急)诊病历
原则上由就诊者保管。在日常诊疗环节，医师应按照《病历书
写基本规范》书写病历资料，医美机构应妥善保管病历资料，
防范病历资料遗失、缺损，减少病历争议。

为便于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获悉医疗美容机构的相关情况，

王晓磊提醒，相关机构应依法公开机构资质情况和从业人员资
质，特别是将机构经卫生行政机关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经核准的医疗美容服务范围、机构内卫生技术人员依法执
业注册基本情况、卫生技术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时的身份标识等
信息进行公示。此外，还应对医疗服务项目的有关情况予以公
开，包括医美服务项目名称、医疗技术手段、收费标准、预约
方式、出诊医师信息、诊疗流程、注意事项，涉及使用的医疗
产品名称、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或有效期、批号等，保障医美
消费者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误解
和纠纷。

作出选择前先查“三正规”

“随着医美行业的发展，低龄和刚接触医美的消费者逐渐
增多。”在王晓磊看来，爱美是人之天性，变美却需要理性，
医美乱象的整治也需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

王晓磊建议，对于医美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机构时，可通
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机构公布的权威资料和数据
查询相关机构是否具备“三正规”，即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
医生及产品。在机构方面，可以选择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医疗美容医院、门诊部、诊所或设有医疗美容科室的
综合医院就医；在接受医疗美容服务前，要了解清楚医护人员
是否具有医师执业资质；对于使用的主要医用材料(如注射药
物、植入假体等)，要核实清楚其来源、是否带有防伪标志，
还可以对产品进行扫码查验真伪。

同时，消费者应知晓医疗美容行为存在技术风险、填充物
风险和麻醉风险等多重风险，因此在进行医美服务前应对诊疗
风险充分了解并合理评估，理性作出选择。接受服务期间，应

当仔细阅读和了解风险告知书、知情同意书的具体内容，并要求
医师详细解读，在充分了解可能产生的诊疗风险后再行签字。

“维权时最重要的就是手头上要有证据材料，包括照片、
录音、病历和合同等。”王晓磊说，消费者应当多维度固定术
前术后的形态，包括术前和术后照片、病历资料、聊天记录、
通话录音等。此外，消费者应选择实名就医，并将诊疗费用直
接支付至诊疗机构账户中，及时索取并保存好医疗费票据、就
诊病历、诊断证明等。在医疗美容过程中，如发现诊疗机构有
医疗不规范、病历记录不完整的情形，消费者可立即纠正或停
止接受服务并向相关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反映。

(据《法治日报》)

医美维权留证据，有理才能说得清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
燃气，那么在家中使用燃气时有
哪些注意事项呢？

1.要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弄燃
气灶阀门、胶管及其他燃气设
施，以免扭坏阀门或忘记关闭而
引起燃气泄漏事故。还要教育儿
童不要吊在外露的燃气管上玩
耍，以免管接头松动而发生漏气。

2.严禁用空烧燃气来烘烤衣
服、床单、小孩尿布等，以免衣
物被烤焦发生火灾。

3.燃气灶、热水器及其他燃具
都不准在门窗关闭的室内使用，
也不能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使
用。

4.在燃气管、燃气表等燃气设
施上不得挂吊物品，不得搭绳拉
线，以免管接头松动造成泄漏。
必须特别提醒注意的是：不允许
将燃气管线作为电器设备的接地
线，禁止在燃气管上烧焊，以免
造成事故。

5.燃气设施安装完工后，待通
过正式验收，应由燃气公司负责
点火试用，禁止私自点火试用。

6.用户不得擅自加长燃气胶
管。家用的胶管不得超过2米，胶
管两端要用管卡锁紧。用户不得
私自加接或加长，因为胶管增
长，就会增加被损坏和漏气的可
能性。对于老化的燃气胶管，应
及时进行更换。 （据《沈阳日报》）

“睡得好吗”正在取代“吃了吗”
成为不少朋友之间见面的开场白。估计
没有人会预料到，再日常不过的睡觉在
今天会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睡眠研究会之前发布的一份关
于国人睡眠状况的报告显示，2012年
至2022年这10年间，国人的入睡时间
晚了2个多小时，睡眠平均时间由8.5
小时缩减到7.06小时。媒体在调查中
还发现，我国睡眠障碍人群日益增多，
且呈现低龄化趋势。

其实不用这些数据“背书”，日常
消费场景中，睡眠“周边”产品的持续
火热足以说明一切。褪黑素、酸枣仁、
蒸汽眼罩、乳胶床垫、监测睡眠质量的
穿戴设备等，每一个风口都支撑起不小
的市场。为了摆脱手机的诱惑，强行戒
掉睡前刷手机的“瘾”性行为，消除不
断晚睡的可能，手机定时盒、手机锁近
来成为市场新宠。

睡眠经济的崛起，会让我们睡得更
好吗？虽然尚未有严谨的统计或研究，
但就日常体验来说，似乎并不如此。在
铺天盖地的睡眠经济营销中，睡眠成为
一种因稀缺而宝贵的资源，在医学话语
的叙事包装下，各类助眠产品成为睡眠
这件事的“神助攻”，似乎反倒放大了
人们的睡眠焦虑。

睡眠，当然是一种医学现象，但更
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可能高估了自己
对睡觉这件事的掌控权，相对应的，也
低估了社会文化在塑造我们如何睡觉这
件事上的影响力。

在崇尚高效的社会，在“付出总有
回报”的叙事仍大行其道的今天，起床时间晚、爱睡觉、
睡觉时间长往往与懒惰、倦怠这样的标签捆绑在一起。在
社交媒体上，“你见过凌晨4点钟的图书馆吗”之类的帖
子总是能获得广泛传播，记录早起生活的短视频成为众多
人效仿的模板。在这套话语中，抱怨忙碌似乎是成功者的
标配，睡眠自由在一些时候却被认为是失败或无所事事的
佐证。

没有人否认，在睡眠这件事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
的最适宜模式，而灵活安排睡眠也是个人自由。但面对可
以说无孔不入的文化等影响，个人似乎根本难以抵挡。不
少人明明可以早睡，也要主动选择熬夜学习或工作，美其
名曰拿回对时间的掌控权，但实际上也是对社会流行的

“睡眠正确”的妥协与解码。
当然，睡眠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少人

不得不晚睡、被迫睡不好，并不只是个人自制力或情绪处
理等自身的管理问题。比如，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及教学方
式让孩子背负沉重的课业负担，因此导致的睡眠不足现象
持续凸显；而模糊了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工作机制也让
职场人不得已持续保持“在线”状态，自由睡眠变得奢侈。

睡眠对我们是如此重要，人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躺在床上。关于长期睡眠不足对健康的侵害，每个人都能
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这些侵害的发生，损害的不仅是个
体的健康，也是国民的健康，单从人力资本折损的角度，
睡眠问题就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如何拯救
睡眠，不应只是一个人的斗争。而显然，我们的斗争才刚
刚打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光明日报》）

第三十九条 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对中
医药古籍文献、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
想和诊疗经验以及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
整理、研究和利用。

国家鼓励组织和个人捐献有科学研究
和临床应用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
方、诊疗方法和技术。

【释义】本条是关于国家支持中医
药传承和鼓励中医药文献、秘方等捐献
的规定。

第四十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符合中
医药特点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评价体
系和管理体制，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进
步与创新。

【释义】本条是关于建立和完善中医
药科学创新体系、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的
规定。

第四十一条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
中医药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方法，常见
病、多发病、慢性病和重大疑难疾病、重
大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以及其他对中医

药理论和实践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项目
的科学研究。

【释义】本条是关于中医药重点研究
领域的规定。

第六章 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
第四十二条 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遴选本行政区
域内的中医药学术传承项目和传承人，并
为传承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传承人应当
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收集整理
并妥善保存相关的学术资料。属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开
展传承活动。

【释义】本条是关于中医药学术传承
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 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
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中

医药传统知识享有传承使用的权利，对他
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
有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

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
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
保护。

【释义】本条是关于中医药传统知识
保护的规定。

第四十四条 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
保健机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标准
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鼓励和规范发展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规定。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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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所说的“气”是指使人体器官发
挥机能的动力，在生理上具有保持活
力、温暖人体防御外邪等功能。“气”
就像是人体的“汽油”，推动五脏六腑的
运行，使体表保持正常温度，防御各种病
毒入侵。

中医所说的“血”则有两层含义：一
是指西医讲的流动在脉管中的“血液”，
具有营养和滋润全身的生理功能。二是指
与“气”同在的运行载体，中医有句话叫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推动血的
运行，血濡养气的充盛。

中医认为，调养气血可以分四步进
行：

调脾胃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液
通过脾胃运化生成。脾有统摄血液的功
能，治疗血证必须重视调理脾胃。饮食调
养可多吃南瓜、山药、莲子、扁豆、薏米

等健脾益胃的食材。可煎服“参芪术
茶”：取党参5克、黄芪5克、白术3克、
淮山药3克、升麻3克，取其煎煮液400
克，泡花茶5克，冲饮至味淡。

养肝血 肝藏血，主疏泄，调气机。
养肝血是调气血的根本。郁闷暴怒的情绪
会损伤肝、脾，导致气血耗伤。切忌生
气、熬夜，也不要让身体过度劳累。中医
认为“久视伤血”，坐在电脑前工作时，
应当特别注意眼睛的休息和保养，防止耗
伤气血。

食药膳 补气可食“四君子汤”，此方

有益气健脾之效。补血可用“四物汤”，
是中医养血的经典药方。

远寒邪 寒邪会让血液瘀滞，经络不
畅，气血生化受阻，极易导致关节病变、
肠胃不适或诱发咳嗽。要忌食寒凉、温水
泡脚、勤做按摩。老人气血常不足，要更
加注意。

（王 迪）

调养气血四步走

健康白城健康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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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卫生健康委白城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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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关注健康生活的当今社会，产
生了一大批热衷于运动的群体，他们或热衷
于跑步、或打羽毛球、或跳广场舞、或踢
毽子、或登山，丰富多彩的运动给他们带来
愉悦的心情和高昂的生活激情。但是健身爱
好者需要警惕的是，运动的同时，跟腱炎可
能也已经悄悄地靠近了。

跟腱炎是怎么回事？
小腿三头肌下面往远端延伸到跟骨这个

部位，上面是肌肉，下面这一段就是肌腱，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跟腱，它的止点在跟骨这
个部位，大概有十几厘米左右的长度。

跟腱炎是跟腱周围组织发生炎性变化，
及跟腱本身体部的变化，引起形态学的变
化，比如跟腱增粗、变硬。主要是由于跟腱
反复过度拉伸，造成跟腱慢性损伤，在短期
内难以恢复，慢慢形成的一种变性改变。

跟腱炎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基本上
100%都会发生。有些人早晨起来的时候，

跟腱经过一夜的休息，不活动、没有牵拉，
猛然地活动，跟腱会出现剧烈疼痛；或者白
天休息一阵后突然起身活动的时候，跟腱也
会因为受牵拉引起剧痛。

跟腱炎好发于哪些人群？
跟腱炎主要是因为跟腱过度使用导致

的，所以跟腱过度使用的人群，跟腱炎高发。
比如运动员，或者特别喜欢体育运动的

群体，爱跑步、爱打羽毛球等弹跳的运动，
这种过度冲击跟腱的运动容易引起跟腱炎。

另外，对跟腱总有干扰或者总有激惹的
职业，比如司机踩离合、踩刹车的时候，经
常有背伸的动作，对跟腱有一定的干扰，也
是跟腱炎的好发人群。

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跟腱都有一个退
变的过程，老年人患跟腱炎的几率也会增
加，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劳动比较多的老年
人，他们的跟腱出现变性，容易导致跟腱炎。

跟腱炎的发病年龄，除了运动员以外，

大部分都在35岁以上。

后脚跟上方疼痛怀疑是跟腱
炎，需要做什么检查？

医生会问病史，做体格检查，看疼痛的
部位在哪里，进行判断，这是很重要的。

肌腱和骨头交界的地方，引起一些炎症
的反应，叫跟腱止点病，和跟腱炎的发病部
位不一样，要进行鉴别。

另外还可以做一些辅助检查，比如X光
片、B超，甚至磁共振检查，这些检查对判
断是跟腱止点病，还是跟腱炎，以及对判断
病变的范围、病变的程度，都是有用的，那
么这三种检查常用哪种？

X光片效果会差一点，主要是用来看骨
骼的。B超现在用得越来越多，因为B超是
无创的，又简单，价格也低，随时都可以
做。另外B超还能发现一些特殊疾病，比如
现在痛风的发病率很高，尿酸结晶也可以沉
积在肌腱和骨交界的地方，也可以沉积在肌

腱的滑膜上，通过B超检查都可以发现。
如果想更仔细、更准确地来判断跟腱炎

或者跟腱止点病这些疾患，做磁共振检查是
非常有效的，因为在磁共振下软组织看得比
较清楚。

跟腱炎能彻底治好吗？会复
发吗？

跟腱炎是一种比较难治的慢性病，需要
通过积极的康复训练，长期锻炼、保护，另
外也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比如原来喜欢
跑步、打球，可以改成骑自行车、游泳，这
些运动既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能减少对跟
腱的刺激。

跟腱炎是可以治愈的，恢复后如果还是
经常过度使用跟腱，过度活动后会再次引起
跟腱炎。

怎样避免跟腱炎的发生或复
发？

在运动之前，要多做一些热身运动，比
如牵拉，让跟腱有一个预热的过程，跳舞也
好、踢毽子也好，就不容易引起损伤。另外
在过度的或者比较大量的活动以后，晚上要
用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运动之后对
跟腱进行保养，做一些放松的按摩或热敷，
对跟腱都是有好处的。

（武 勇）

健身爱好者要警惕患上跟腱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