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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开刀，只需皮下注射，就能在
短时间内达到除皱、美白、丰陷等效果，
令很多爱美者心动。但是，要特别提醒
的是，微整形并不都像宣传的那样无损
伤、没危险。专家说，微整形通常是“覆
水难收”，比如，肉毒毒素治疗，看起来
是简单地用针把药物打进皮肤，但治疗
效果和医生的经验技术、药物浓度、剂
量、注射部位及个体反应等很多因素有
关，一旦注射就无法取出。而对于玻尿
酸、胶原蛋白、自体脂肪等软组织填充
注射，仅仅是避免注射物进入血管引发
栓塞，就需要医生具有精良的专业技
术，否则，轻则导致皮肤坏死，重则造成
失明甚至脑梗塞。

其实，微整形的‘微’的确有微小损
伤的意思，但并不意味着简单易行，更
多的是要求技术精微。爱美者还得找
正规医疗机构和有资质的专业医生进
行‘微’整形，别让‘微’整形变成危险的
整形。 据央视网

出租屋里堆满了肉毒素

兰州市一处出租屋内，5 层货架上摆
满了肉毒素，上面没有中文标识，按照瓶
身颜色不同被叫作“粉肉”“玉肉”“白肉”
等。犯罪嫌疑人龚某交代，屋内这样的肉
毒素有 2000 多瓶。

肉毒素又被称为注射用 A 型肉毒毒
素。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
卫生部 2008 年发布的相关规定，A 型肉毒
毒素及其制剂被列入毒性药品管理，未经
指定的药品经营企业不得购销 A 型肉毒
毒素制剂。

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食药侦大队
副大队长王宏斌说，在国内售卖的肉毒素
需取得国家批文，经营者需取得医疗器械
和药物经营许可，而龚某“什么都没有”。

“在当地药监部门备过案吗？”“药品
的实际用途你了解吗？”“批准上市的医美
药品里有它吗？”面对民警的讯问，龚某

“一问三不知”。
龚某的出租屋内只有一台冰箱，大量

来源不明的肉毒素随意堆放在货架上，没
有冷藏储存。“我们来之前，冰箱一直未通
电使用。”王宏斌说。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
册与监督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姚晖告诉记
者，肉毒素属于蛋白质生物制品，过热或
过冷都会影响蛋白质稳定性，储存、运输
都有严格要求。

调查发现，龚某通过快递将大量肉毒
素销往全国各地，全程无冷链措施，有的快
递盒中会放置冰袋，有的直接常温运输。

“正规医院可以做到专人专柜保管，
日常在零下 5 摄氏度以下冷藏，配制后在 2
至 8 摄氏度保存，并且 24 小时之内使用完
毕。”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美容
科主任王永翔说。

境外药品层层加价
流向“黑医美”

如 此 大 量 的 肉 毒 素 究 竟 从 何 而 来 ？

流向何处？
经查，龚某长期通过通信软件勾连境

外货源，低价购买大量肉毒素后加价销往
全国各地，月均寄售快递超过 1000 单，月
均销售额超过 30万元。

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食药侦大队
大队长谢鹏东说，龚某非法销售的肉毒素
主要由背包客“人肉”夹带，或者通过虚
报、瞒报品名等寄递入境。

龚某交代，自己长期用“飞机”“蝙蝠”
等境外社交软件与韩国货源联系，拿到货
后换部手机在国内社交平台用“行话”打
广 告 。“ 粉 肉 两 支 ，需 要 滴 滴 ”“ 有 货
了”……龚某说，类似的话在社交群里一
发，就有下家找他买，货品常常供不应求。

警方表示，龚某在自家住所约两公里
之外的居民小区租用了一个专门囤积药物
的库房，邮寄货物时，从不使用真实姓名及
手机号，每次都是自己装箱打包，然后跟快
递员联系，在指定位置将货品交递。

通过追查付款记录和快递信息，警方
确认龚某的药品流向基本为个人，他们中
有的自己开店直接用来给顾客注射，有的
再转卖给下家赚取差价。

“这些药品没有国内的批文，进不了
正规医院和机构。”兰州市市场监管局政
策法规科科长赵炳强说，按照规定，肉毒
素购售应全流程可追溯，非法渠道获得的
药品最终流向了“黑医美”。

兰州一家美甲美睫店店主赵某某是
龚某的客户之一，她没有执业医师资格，
但从两年前开始给他人注射肉毒素。“国
内正规的肉毒素几千元才能买一支，我从
群里拿货很便宜。”赵某某坦言，只知道暴
利能赚钱，对产品没什么了解，“反正量不
能打太多”。

据了解，龚某从韩国的拿货价在 80 元
左右，根据行情最高时上浮到 120 元。他
卖给赵某某的价格为 1300 元，赵某某给顾
客注射时收费 2600 元。

“ 有 的‘ 代 理 ’会 把 下 家 订 单 发 给 龚
某，由龚某直接寄出，自己中间不接触货
物。”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食药侦大队
民警王源说。

肉毒素中毒可能危及生命

多位医美行业专家表示，肉毒素作为
药品，不仅在储存、运输上有严格要求，对
注射量、注射机构和注射医师也有明确规
定。任何一个环节存在不规范情况，都可
能导致肉毒素中毒。

王永翔说，肉毒素中毒主要表现为头
晕眼花、乏力、视物模糊等，严重的话还会
出现吞咽困难、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近年来，肉毒素中毒事件不时发生。
记者了解到，中毒原因包括药品不合规、
注射剂量过大、操作不专业等。

浙江一家医院仅今年 6 月以来就接诊
6例肉毒素中毒患者，都是在非正规医疗场
所注射了来源不明的肉毒素导致。其中一
位患者注射不长时间便出现吞咽困难等症
状，后因呼吸衰竭被送入 ICU抢救。

医美行业人士透露，市场上相当一部
分肉毒素是来源不合规的“水货”。由于

“水货”价格低，肉毒素有一定的需求量，
暴利驱使下违法违规乱象频出。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监管
处副处长沙卫涛表示，需要持续加强肉毒
素购销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药监、卫健、
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优化跨地区联动
执法机制，对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

受访人士建议，探索建立医美从业人
员黑名单制度，加大医美科学常识和相关
法规的宣传普及，拓宽投诉举报渠道，进
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提高购买、使用
走私药品的违法成本，让医美“黑药品”无
处可藏。

“进行医美消费时，一定要理性，不能
盲目跟风，务必选择正规机构、执业医生
和合规产品。”王永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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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千元 来历不明
——揭开地下肉毒素黑色产业链

■广告

不到百元拿货，上千元卖给下家，到消费者手里要数千元，来
源不明、存安全风险的肉毒素销往全国各地……前不久，甘肃省兰
州市破获省内首例妨害药品管理案，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揭开行
业背后的非法利益链条。

别让微整形
成了“危”整形

龚某出租屋内货架上堆放的肉
毒素、水光针等产品。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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