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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的医美App正在制造“美丽陷阱”

“我们在 App上看到的所有内容，都是
平台、机构精心包装设计的‘软文’。”一位

“资深”医美消费者直言。
这些内容看似是为用户提供参考，实

际却是为不良商家洗白、蒙骗消费者的营
销手段。

——野蛮营销，强行“洗脑”。“您感兴
趣的方面是？”一打开各类医美App，立即就
弹出针对用户需求的标签勾选——吸脂、
注射玻尿酸、抗衰老……用户一开始就被
精准画像，一步步掉进营销陷阱。

记者看到，平台里铺天盖地的美女扑
面而来，“离婚妇女整容改变命运”“成功换
头成人生赢家”“如果不是做了这个鼻子，
你今天怎么拽得起飞”“别人屁股已经开始
做线雕了，你还在犹豫脸上要不要做”等片
面夸大医美效果的标题，极具煽动性。

“为了营造‘全民整容’的氛围，这些
App 编造了大量‘整容改变命运’的凡人故
事。”长沙一家医美机构营销人员王芮告诉
记者。

同时，各类明星整容、微整形等博眼球
的话题充斥，“某女星整形实锤”“某女星没
有谁整的多，为什么看起来更僵硬”等帖子
点击量很高。

“很多帖文动辄蹭明星热度、已经出现
多起被明星起诉的案例。”王芮透露。

“看多了平台里的整容脸，感觉被‘洗
脑’后审美都发生了偏差，对自己越看越不
顺眼”，长沙市民徐乐说，“只要不是欧美双
眼皮、瘦削瓜子脸、高尖肋骨鼻，都觉得不
对劲”。

——贩卖焦虑，制造需求。为了增强

客户“焦虑”心情，有的平台还开启“魔镜”
功能，用人工智能自动测脸。

对准手机前置摄像头，快门一按，3—5
秒就有了“AI 美学诊断全脸分析”结果。
App 会根据照片自动生成对用户年龄、五
官、类型的测算，提出类似“鼻长偏短”“眉
毛偏细”“下颌角略宽”等分析，还分别从智
力感、距离感、年龄感进行打分。

一位用户告诉记者：“平台用一种标准
的美貌‘模板’，来查找你脸部的缺陷，为用
户量身定制‘焦虑文案’，再进一步提出‘变
美方案’，并通过你的定位，直接推送所在
城市的医美机构信息给你。”

——“出卖”用户，泄露隐私。不少用
户吐槽，在医美平台上随便浏览几个帖子，
立即就会收到数家医美机构的私信，甚至
还会接到线下商家电话，营销攻势强劲。

“用了医美 App，就等于打开了让医美
机构来骚扰你的大门”，徐乐吐槽，“自从我
在一个App上注册，就经常接到各家机构的
项目推荐电话，毫无隐私可言”。

——含沙射影，话术“隐晦”。“整形机
构经常发布一些分析某明星整容失败的帖
文，对各整形项目的技术种类分析、安全系
数测评头头是道，让人产生这家机构技术
更高明的错觉。”一位用户告诉记者。

“消费者很在乎机构的资质和积累的
案例，喜欢询问有没有明星在这里做过手
术。网络营销员通常回答，‘肯定有，但明
星签了保密协议，不能透露’。有的则说，

‘有很多网红，比如小杨幂、小迪丽热巴、小
刘亦菲’，听起来言之凿凿，但不知真假。”
这位用户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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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不补会有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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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不补会损害患者身心健康、降低生活质量、还可能大大增加后续修复的费
用。牙齿缺失直接导致咀嚼功能的减退或丧失，想吃不能吃，严重影响营养摄入和胃
肠功能，进而诱发一系列全身性疾病；缺牙会造成邻牙松动倾斜、对颌牙伸长，加速牙
齿的脱落；缺牙影响整口牙齿的咬合关系，容易引起咬合紊乱；缺牙长期不补会导致
牙槽骨量不足，加大后续种植的难度和费用；缺牙还十分损害形象，很多患者因为吐
字不清、面容衰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牙齿缺失一定要及时进行修复。

缺牙10年还能种牙吗？
口福那些事应该早知道

拨打（024）31213333，抢约沈阳康贝佳种植副院长王
宏洲、慕林林名医亲诊！

俗话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有些事如
果提前知道，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早知道
种植牙这么划算，就不遭这么多年罪了”、

“早知道种牙不疼就不犹豫这么久了”、“早
知道烤瓷牙这么伤害口腔健康就不图便宜
了”……想要健康、幸福又省钱，口福那些
事就必须早知道。

种植牙很好用 牙掉了赶紧补
种植牙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最多的答

案就是“没感觉”，而这恰恰是对“以假乱
真”的最高评价。种植牙用起来和真牙一
样，没有异物感，咬合力堪比真牙，不需要

“特殊照顾”，因为实在太舒适自然，种植牙
往往让人忘记它的存在。除了恢复咀嚼功
能之外，更重要的是种植牙捍卫了口腔和
全身的健康，据全国连锁口腔机构——沈
阳康贝佳口腔种植副院长介绍：种植牙可
有效防止牙槽骨流失，起到保护邻牙的作
用；还能避免一系列缺牙诱发的牙周病、口

臭、塞牙、口腔感染等；同时也保护全身健
康免受缺牙拖累。牙齿掉了第一时间考虑
种牙修复，更能及时止损、早日受益。

年龄不是问题 选择才是关键
目前，众多中老年人还在承受缺牙之

苦，有些人则担心年龄大了是否还能种
牙。在沈阳康贝佳口腔，80、90岁成功种牙
的老人屡见不鲜，有些缺牙 10 几年的高难
度病例，通过植骨等定制方案的方式，成功
地寻回了健康口福，而这一切有赖于沈阳
康贝佳雄厚的硬实力和技术卓越的种植专
家组。本周沈阳康贝佳种植副院长、种植
专家组骨干成员王宏洲、慕林林亲诊，每天
前 20 名拨打（024）31213333 预约就诊的患
者，可免费享受价值千元的爱牙礼包和专
家亲诊服务；沈阳康贝佳“爱牙惠牙·畅享
一夏”冰点盛惠强势来袭，欧美种植体价格
直逼底线！能不能舒适、放心、健康、划算
地畅享口福，就在此刻一念之间的选择！

据德勤咨询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医美2017
年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925亿元，居全球医美市场
第二位。德勤预计，2022年中国医美市场有望达
到4810亿元，居世界首位。

一方面是快速膨胀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是有
资质的机构、医师供给不足，由此产生了巨大的
市场缺口，催生了很多打擦边球、非法行医的医
美机构。

这些机构大多依赖线上 App 做宣传、引流，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朱国玮说：“线上宣
传造势，线下机构资质存疑，手术质量不高，售后
难以得到保障，导致医美行业纠纷、投诉居高不
下。”

朱国玮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的医美App，大
多采用“类大众点评”模式，为线下的各医美机构
导入流量。App用内容、服务吸引用户成为潜在
消费者，又和商家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利益关
联。

他分析，由于没有实体技术、资源，服务同质
化，医美App平台处于整个医美行业的下游。面
对竞争，平台对入驻机构资质审查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用较低的广告费用吸引“劣质”机构，
出卖消费者信息给商家，用非法手段牟取利益。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平台吸引用户是前提，
但导流、分成、广告才是真正的吸金来源。因此，
用户信息泄露、入驻机构刷单、虚假内容发布、选
择性屏蔽真实投诉帖等现象屡禁不绝。

另外，片面夸大医美效果、推崇过度医美、隐
藏医美风险，也成为医美App的“通病”。

用户“粘度”难以持续是医美 App 商业模式
面临的一大困境。“医美行业中的核心资源是优
秀整形医师，一旦用户找到了满意的医师，线上
消费就会转移到线下，平台可持续发展能力存
疑。”朱国玮说。

长沙多家医美机构负责人建议，对于医美
App普遍存在的“失范”行为，期待有关部门“精细
监管”。否则，任由平台扰乱市场秩序，容易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朱国玮认为，对于虚拟化的平台软件，需要

相关部门使用先进手段，采取督导结合的方式，
有效提供管理服务。另一方面，线下医美行业乱
象也亟待严格监管。“医美行业作坊式经营、医师
挂牌‘走穴’、手术效果质量堪忧等问题，亟待相
关部门关注。”

对于医美 App自身发展而言，需要进一步完
善商业模式，摆脱完全依靠广告分成的商业困
境。

“优质平台可以利用大数据信息，做类似‘医
疗美容师缺口’等医疗整形指数预测分析”，朱国
玮建议，“也可以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医师培养、
实体投放等业务，回避产业弊端，真正做大医美
App的商业前景”。（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
为化名）

据新华社

不少医美 App 对平台发布内容监管不
力，虚假营销、美化商家、竞价排名等行为
屡禁不止，基本形成了“亲商家坑用户”的
模式。

——移花接木，真假难辨。对于整形
消费者来说，商家说得再好听，也不如一个
普通人真实的案例吸引人。因此，平台充
斥着大量整形用户的日记和案例，通过术
前、术中、术后的照片对比，来佐证医美机
构的技术和服务。常常几张照片，就能引
来成群的用户询问“这个手术哪家机构做
的？”

记者发现，平台发布的几乎所有整容
前后照片对比，都是手术前素颜+原相机
拍摄，手术恢复后化妆+美颜相机拍摄，再
加上各类滤镜、PS 美颜技术，观感差别很
大。

为了让整形成功案例更丰富，很多机
构不惜高价买“图”，从而催生“整容日记”
造假产业链。

“电商平台上有很多‘医美案例对比
图’商品，有的机构还专门组织人，去悄悄
拍摄其他机构整形者的术前照，再通过化
妆、ps合成‘整容照’，宣称是自己的案例。”
王芮透露，“如今PS技术发达，哪怕不整容，
要做出这样的照片对比，在技术上也不是
难事。”

一些细心的用户发现了其中的“猫
腻”：“同样的照片，在不同平台上出现，被
冠以不同的人物、故事，指向不同的整形机
构。”

还有人甚至发现，同一个发文用户，在
不同帖子中，描述自己所做的整形项目都
不一致。

——补贴提成，激励造假。做过整形
的人，一般都不太愿意承认，但平台上为什
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整形经历
呢？

实际上，一方面，平台方会以补贴的方
式，激励用户分享案例；另一方面，医美机
构也会直接给“带客”“引流”的“中介”不
菲的提成，这个已经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
密。

于是，众多分享整形经历的医美博主
成了“托儿”，不少机构还雇有专业“写手”
团队，手握多个水军账号。

“写帖文分享自己的‘血泪’整容史，历
数自己数次失败案例，最后终于找到了靠
谱的医师，实现华丽转身，这类文章最容易
骗取读者的信任。”王芮说。

王芮告诉记者：“有些医托甚至‘欲擒
故纵’，在文中声称自己不是‘托儿’，不点
明具体的机构，从而吸引用户纷纷找她私
聊。她再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编造各
种经历，将用户‘带客’去某家机构，并收取
不菲的提成。”

——包装美化，竞价排名。医美平台
还存在“出钱多内容靠前”的竞价排名现
象。

“从商家入驻，到帖文发布再到展示位
置，都不是免费的午餐。”王芮说，为了进一
步扩大“吸金”能力，医美 App对机构、医师
审查“宽松”，对前置展示位收取高额费用，
帮机构虚假刷单刷评论，甚至过滤掉用户
对合作商家的投诉曝光。

“平台对用户是免费的，只有用户掏钱
消费，平台才有盈利、提成，因此都会站在
商家立场上坑用户。”王芮说。

6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强行“洗脑”贩卖焦虑，出卖用户“精准围猎”，野蛮生长的医美App正在制造“美丽陷阱”》的报道。
随着“颜值经济”不断升温，整形、医美成为不少爱美人士的选择，医美App平台应运而生。
众多定位为“社区+点评+团购”的医美平台，原本是从提供咨询、服务用户的立场出发，打造以内容创作、社群参与以及线上预订为主的商业模式，吸引用户和医

美机构，弥合供需两端的信息鸿沟。
然而，不少用户表示，一旦进入医美App便成了商家“精准围猎”的目标，所有浏览内容都与商业紧紧绑定。
再加上平台对入驻商家、发布内容审查把关不严，为不正规的从业者提供了生长温床，消费者利益难以保障。

“野蛮生长内容失控”的医美App需严管被“洗脑”后“对自己越看越不顺眼”

高价买“图”催生“整容日记”造假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