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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少女命丧抽脂手术

揭开医美“飞刀”潜规则
19岁女孩在私营医美机构做抽脂手术后3天继发感染死亡。2022年底，宁夏银川市首例医美一

级甲等医疗事故审结，主刀手术的医生李某犯医疗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半月谈记者深入
调查了解到，在这一极端案例背后，隐藏着医美行业的“飞刀”潜规则。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不断
发展，碎片化阅读盛行，各大平台涌现出
越来越多的读书博主。他们通过文字、图
片、短视频的形式来“讲书”“推书”，其中
不乏真正推荐书籍、分享书本内容的博
主，但也存在不少通过噱头赚取流量、博
眼球、推广告的“卖书人”“卖课人”。

半月谈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以“读书”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推文超过 560 万
条，关于书籍推荐的超过 244万条，大部分
点赞高的推文都是噱头够足的标题。

“炸裂！这本书封神了！”“xx 老师强
烈推荐”“女人一生必读书籍”……点进去
后内容都是经典名著的老生常谈、内容乏
味的单纯夸赞、通篇的好词好句摘抄，有
价值的读书感悟分享少之又少且内容雷
同，多数推文都是打着分享的噱头推广告
或是用夸张的标题吸引流量。

除此之外，一些读书博主在推文中也
会通过照片的形式放出自己的读书笔记。
真正读透一本书需要时间，不少读书博主
所做的，仅是将此书在其他平台的简介和
金句搬运过来，这些笔记许多是全文画
线，毫无重点，在一些句子旁圈引出来点
评“这句话写得好”“好哭”，对文章内容的
分析和感悟却寥寥无几。

部分读书博主一天可以发布两三本书的
读书笔记且每天更新，天天还不重样，让人对
其是否真的读了这些推荐书籍产生质疑。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此类推书乱象
在各大社交平台中并不少见，一些读书博
主在前期通过有噱头的标题，多条发布先
获取流量，引得广告商和出版商关注，后
期通过卖课的方式将阅读商业化。

在这个不断高呼“流量为王”的时代，
稍有名气的读书博主就会接到各出版社寄
来的书籍，为了完成分享得到报酬，一些
博主甚至放弃阅读，在网上搜罗相关书
评，摆拍几张直接上传，将读书变成纯商
业化的作秀。这些书往往由出版社选择，
推荐哪本书也并不一定是按照书本身的质
量决定，其背后多有商业考量，荐书不再
纯粹，博主们丢失了自己的主观判断，成
为商业营销的推手。

当部分博主获得大量的粉丝后，便开始
卖课变现，课程内容大都是传授如何通过写
作获取爆款、如何通过快速阅读书籍变现。
此类课程的内容不仅大都泛泛而谈，还可能
引得一些人跌入陷阱，被“割韭菜”。

有部分网友表示，现在网络上真正用
心分享、记录的文章越来越少，大部分都
是营销推广，点开每个推文都是千篇一律

的推荐，真正有内容的书目推荐却很少。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高

山冰表示，对读书博主来说，形式和内容
难以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追求形式美，
吸引用户眼球，无可厚非，但关键还是在
于内容的把控。读书博主应当提升自身的
阅读素养，发挥优质内容的滋养功能，并
研究平台、研究用户，平衡好“流量”和“质
量”的关系。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对于平台的管理
也极为重要。应打击虚假宣传和“标题
党”，网站平台需要调整产品导向和功能

设计，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要加强内
容审查，制定更加切实有效的规定来规避
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而不能一味地将流
量作为衡量博主好坏的标准。

从古至今，阅读一直都是成长中不可或
缺的提高个人能力和素质的方式。在当下
的社会中，阅读更应当是我们持续关注的话
题，打造书香社会需要大家参与其中。推书
博主理应做到让更多人参与阅读、爱上阅
读，而不是只想着把书中的“黄金屋”变成现
实中的“黄金屋”，让读书变了味。

据新华社电

读书博主 别让读书变了味

通过有噱头的标题获取流量，引得广告商出版商
关注，后期将阅读商业化

宁夏女孩琪琪（化名）经朋友介绍，
2021 年国庆假期来到一家名为至臻医疗
美容门诊部的医美机构做抽脂手术。原
本寄希望于抽完脂就能变瘦变美的琪琪，
却意外地将 19岁的年轻生命葬送在这家
医美机构。

琪琪和医院约定 10月 5日手术，可直
到当天上午，医院都没有确定主刀医生和
麻醉医生。最终来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李
某和麻醉医生王某都不是这家医院的医
生，而是在当天才被临时找来“帮忙”的。
主刀医生、麻醉医生和护士彼此不认识，
没有术前沟通，手术就在这样的临时拼凑
中匆忙开始。

手术过程中，李某为琪琪进行双侧大
腿及双侧上臂的抽脂手术，共抽出 4000毫
升液体。术后李某和王某就离开了，琪琪
留在医院观察。第二天琪琪出现腿疼症
状，后来发展到恶心呕吐、高烧、寒战，护
士多次联系李某，他只是在微信中告知护
士让琪琪自行购买止疼药。

10 月 7 日晚，琪琪身体状况急转直
下，8日上午李某在医院的再三联系下来
到病房，此时琪琪已经双眼充血，伤口全
部敞开，并出现自言自语的情况。随后李
某等人对琪琪进行紧急施救并拨打 120，
琪琪被救护车送至自治区人民医院后不
久就不治身亡。根据权威机构鉴定，琪琪
死因为抽脂手术后继发左大腿坏死性筋
膜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调查显示，李某是宁夏中卫市一家医
美机构的执业助理医师，他违反医疗卫生
相关法律法规，在不具备独立手术资格的
情况下，超出执业地点开展医疗美容手
术，且术前未做评估、术中未记录手术进
程及用药处方、术后未开具相关医嘱，导
致琪琪病情恶化未得到及时治疗和抢救，
最终造成死亡的严重后果。 2022 年 12
月，法院以犯医疗事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个月。这家医美机构也被主管部门吊
销执业许可。

此案中主刀医师李某、麻醉医师王某
的注册执业地点均不在至臻医美门诊部，
也没有多点执业备案，被业内称为“飞刀医
生”。至臻医美门诊部的一名股东接受询
问时说，整形医师都是在有手术的时候从
其他地方招的人，门诊部自身没有固定的
整形医师。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种

“飞刀”现象比较普遍，已成为医美行业的
一个潜规则。

“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主诊医师，
必须有执业医师资格，并有 6 年以上从事
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
经历，因此这些医生比较紧俏。”银川市金
凤区卫生监督所所长孙晓磊说。多位业内
人士表示，由于美容外科主诊医师数量较
少，满足不了庞大的医美需求，医生在各医
美机构间串场做“飞刀”手术的现象比较普
遍。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
主任医师关立锋说，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有
些只能开展皮肤保养、身体按摩等生活美
容服务的美容院，引导消费者做超出其执
业范围的医疗美容项目，如抽脂、隆鼻等。

“他们自己没有医生，就在外面找‘飞刀’医
生，而这些‘飞刀’医生也未必有正规资
质。”

李某的医师注册机构中卫市伊美姿医
疗美容中心院长柏某也证实，李某的助理
医师资格证 2017年左右就在该中心挂着，
但是没在这上班，听说到处跑着做“飞刀”
手术。

执业地点和人员资质“双无”情况下开
展的“飞刀”手术，大大增加了安全风险。

“例如抽脂手术，1000毫升以上的吸脂量属
于偏大，脂肪栓塞、出血等风险较高，正规
医院已经很少做一次性大范围吸脂，而是
建议少量多次，全麻手术还要留院观察几
天，确保相对安全后再安排出院。显然，琪
琪案中的主刀医生对手术安全性的认识和
预判严重不足，在伤口感染扩散时也没有
及时干预，最终造成悲剧。”关立锋说。

“飞刀”手术、“飞刀”医生违反法律
法规，严重危害医美消费者人身安全，但
监管此类违法行为却面临一些难题。

——现有惩戒措施难震慑从业者违
法行为。半月谈记者发现，至臻医美门
诊部早在 2021年 8月就因使用不具备医
疗美容主诊医师条件的医师独立从事医
疗美容服务等行为被罚款 1.3万元。2个
月后，这家机构就因同样的违法医疗行
为造成命案。这种“知法违法、屡罚屡
犯”的行为说明：在暴利的医美行业，现
有惩罚措施对从业者的震慑力明显不
足。

——事中事后监管难度大。相较于
持证的医美机构，发生在小公寓、小宾馆
内的无证医美机构的“飞刀”手术更难监
管。此外，我国从去年 12 月底起实施
《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诊所设置由
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有的医美诊所在手
术室、功能间等还没有设置规范的情况
下，证照已经拿到手可以开业了，事中事
后监管难度和压力增大。”一位基层卫生
执法人员说。

受访者表示，医美消费者要做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避免冲动消费。关
立锋说，医美消费者在消费前一定要选
择正规医疗机构，查看机构和医护人员
的从业资质证明，并就医美手术风险、效
果与主刀医生充分沟通，千万不要贪图
便宜到没有资质的机构做手术。

琪琪案办案人员认为，应与时俱进
修订行业立法，提升“飞刀”手术行为人
的违法成本；行业主管部门要综合运用
罚款、停业、黑名单、吊销证照等处罚手
段遏制“飞刀”行为。

针对诊所由事前审批变为备案管
理，受访基层卫生执法人员建议，根据监
管形势变化及时优化充实基层卫生执法
力量，以应对快速扩张的医美市场和备
案管理带来的事中事后监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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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命丧“拼盘”手术 “飞刀”潜规则隐患大 监管处罚力度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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