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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审美导向、低价医美营销……

低龄医美热潮不退究竟该怪谁？
有研究显示，我国的医美消费主体低龄化趋势明显，“95后”和“00后”消费群体占比过半。为什么有

这么多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想进行医美整形？谁在制造容貌焦虑？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访了
几位年轻人和医美整形从业者，揭开低龄整容热潮的冰山一角。多位专家也就如何理性看待医美整形、
减少容貌焦虑给出了建议。

“

18岁的准大学生小慧（化名）在开学
前终于做了向往已久的双眼皮手术，“有
同学高中就做了，我们都想让眼睛显得更
大更圆”。小慧说，后面有机会她还想隆
鼻，做某女星的同款鼻子。

近年来，和小慧一样，希望通过医美
手段让自己更好看、更自信的未成年人不
占少数。在社交平台，有不少中学生分享
了自己做医美的经验。而因为审美单一、
医美营销等问题，不少容貌焦虑加剧的未
成年人过早走上了医美整形之路。

青少年整容成潮流

小慧想做医美整形的想法是出于社
交平台上同龄女生的分享。“我以前觉得
这个事情离自己很远，想着等工作了再
做，但发现我这个年龄做医美的不少。”小
慧一直为自己的单眼皮和塌鼻梁耿耿于
怀，每次在短视频上刷到大眼睛、高鼻梁
的漂亮女孩，她都很羡慕。当看到社交平
台上推送的整形案例越来越多，加上得知
有同学在高二暑期做了双眼皮手术，她再
也按捺不住，和家人说了自己的想法。“父
母一开始并不同意，但看我坚持，便妥协
了，条件是至少得等到高考结束。”

记者发现，在一些整形医生发布在社
交平台上的相关帖子下，有不少“15周岁
能打水光针吗”“17周岁可以自己去打玻
尿酸、瘦脸针和下颌缘吗”“13 岁可以去
美白仓吗”的询问。

面对低龄整容热，有人坚决反对，有
人则认为只要父母同意就行。记者以家
长身份致电多家整形机构和整形医院，对
于未成年人能否做割双眼皮、隆鼻等整形
手术的问题，得到的回复基本是“18岁之
前不建议整形”“18岁之前不能整形”。

米范（化名）是山东省青岛市一家养
生馆的工作人员，其所在的养生馆和整形
医院有合作，当店里招揽到有整形需求的
顾客时，会将他们带到整形医院进行具体
操作。米范所在的养生馆严格执行着不
给未成年人整形的规则，但她也发现，每
年寒暑假都会有一波学生整形热潮，七八
月份是学生整形的旺季。比如这个暑假，
他们店里刚推出一款双眼皮整形套餐，马
上就有顾客预订了，计划给女儿高考后
用。“这个姑娘原本高一的时候就想做双
眼皮，被医生劝住了，这才等到高考结
束。”在米范看来，由于观念的改变，现在
中学生对双眼皮整形等医美手段的需求
越来越高，“哪怕费用超出自己的承受范
围”。“而在一些不正规的整形机构，为未
成年人做医美并不难操作，有的甚至会诱
导未成年人整形。”米范说。

谁在制造容貌焦虑

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想进行医美整
形？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容貌焦虑、
审美单一和医美营销等是主要原因。

心理咨询师陈伟萍认为整容低龄化
是由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和审美单一等社

会因素共同造成的。“有研究表明，从儿童
早期到青春期，孩子的自尊水平呈下降趋
势，尤其是女孩，一个重要表现是极其在
意自己在其他人眼里的形象。聚光灯效
应或者社会焦点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他们
在青春期的表现——过度关注自己的表
现/外貌，在脑子里制造了很多‘假想观众
’，会因为担心别人的评价而紧张焦虑。”

在她看来，社交媒体的普及加剧了青
少年对自我形象的过度关注和外界评价
的恐惧，而一些不良医美机构使用营销手
段在社交媒体上制造容貌焦虑，会让未成
年人的自我认知更加失调。“当审美观变
得单一、刻板且顽固的时候，会给心智不
成熟的孩子造成错误引导。现在很多人
追求的‘白幼瘦’和‘网红脸（大眼睛双眼
皮高鼻梁）’是导致整容低龄化很重要的
因素。”

美妆博主苏漫笙观察到，在互联网浪
潮冲击下，美妆博主正不断取代杂志模特
成为审美风潮的引领者。“以前看杂志的
女孩往往希望成为如杂志模特一样外表
完美的女性，在把自己与完美模板进行对
比的过程中难免产生焦虑。同样，如今的
粉丝会自发学习和模仿美妆博主的行
为。当看到某些博主说她通过一些医美
项目变得越来越好看的时候，哪怕博主让
粉丝考虑清楚，未成年粉丝也不一定能理
性思考。”

如果说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让不少
未成年人有了整形的冲动和想法，那一些
医疗机构的宣传和“低价陷阱”则进一步
促使他们放下顾虑。

几年的从业经历让米范熟谙一些不
正规整形机构诱导未成年人整形的套路
——先用低价产品吸引他们进到店里，再
用“年龄小、修复快、花钱少、做几次就会
固定下来”等类似话术劝他们整形，如果
对方推说没钱，会想办法让他们刷信用
卡。“两三百块钱的肉毒，五六百块钱的水
光针……一些店想赚人气，推出一些低价
产品吸引图便宜的年轻女孩。但哪怕正
常价格的产品都可能会有副作用，更何况
这些？”米范说，一些整形机构推出的低价
套餐往往很有吸引力，但这其实只是个入
门券而已，实际到整形医院消费的话，就
远不止这个价格。“如果没有达到2万～3
万元的消费，工作人员的提成会很少，所
以医美销售都会给消费者‘设计’方案，推
荐去脂、开内外眼角、填充等，这样费用才
能上去。”

如何刹住医美低龄化之风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制定了针对未
成年人整形的法律法规。《广州市未成年
人保护规定》是较早对未成年人整容做出
明确规定的地方性法规。该规定于2014
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提出不提倡
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未成年人确
因特殊原因需要进行医疗美容的，须经其
法定监护人同意。此外，还要求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在为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

容项目前，应当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
人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证、禁忌症、医疗
风险等事项。于2022 年3月1日起施行
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表述更为
严格，其中明确规定未经未成年人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医疗美容服务。

医美整形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甚至给其身体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如
何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医美整形，值得进一
步思考。

北京海淀妇幼整形副主任医师闫迎
军建议未成年人理性看待医美整形。面
对来找自己做整形美容手术的中学生，闫
迎军会先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心理评估，判
断其能否成熟地看待自己的问题。闫迎
军说：“有的学生可能因为同学的一句话
产生自卑心理，想尽快改善自己的面貌，
这种情况下我会劝他们放弃，建议他们认
清自己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些问题，是否能
接受这种审美标准。”

在苏漫笙看来，医美对于没有经济
来源的未成年人而言是一个无底洞。“很
多医美项目的效果不永久，需要定期维
护，才能保持效果。一些项目还有风险，
有可能美容变‘毁容’，后续还要再去做
修复。”她认为做医美要具备一定的经济
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未成年人或者大
学生完全没有必要节衣缩食，省钱去做
医美。”

陈伟萍认为父母的正确引导非常重
要。“父母对孩子外貌的焦虑和单一审美，
以及在学习上或者其他方面对孩子的不
断否定打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深陷
自卑的泥潭无法自拔，通过不断整容来获
得外界认可。”陈伟萍说，孩子的审美首先
由家长塑造，其次才是大的社会和媒体环
境。因此，家长要接纳多元的外表美，并
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尤其在日常
沟通中，“注意夸过程不夸结果，夸内在少
夸外在，夸努力不夸天赋”。

很多时候，给青春期的孩子讲道理或
者反对他们做一些事情只会令其更叛
逆。如果孩子未成年前已经开始对医美
感兴趣，陈伟萍建议父母通过正反两方面
展现医美的结果：“孩子接触到的信息可
能都是对整容的吹捧，是一面之词，帮助
孩子了解整容失败的案例以及要承受的
结果，能让他们对医美整形有更全面的认
知。”

苏漫笙发现和小时候相比，自己现在
变得好看很多，但这种改变并不是靠整形
获得的。“除了皮肤管理以外，我没有用任
何医疗手段去改变面部轮廓或者是结
构。而是通过健身、阅读等方式不断充实
自己，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和整体形象。”在
她看来，不应让容貌焦虑成为新的焦虑来
源，进一步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只
有以平常心对待容貌焦虑，积极培养美好
品德，努力改善精神面貌，才能由内而外
散发出人格魅力。不随波逐流，坚守本心
的自信美才是真正的美。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