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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收费 38 元的拔火罐，却给 32 岁的杭州女程序员邱

敏（化名）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左颈部及背部烧伤6%，工作

生活严重受阻，面临近8万元的治疗费用。

涉事机构在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其内部的保健室号称提

供足疗、拔罐等中医养生业务。然而据有关部门调查，该保健

室却是无照经营，员工无上岗证和医师资格证。

邱敏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各地“中医养生馆”等遍

地开花，拔罐、艾灸等保健手段流行一时，然而拔罐烧伤、熏蒸

烫伤等事故却时有耳闻。消费者遭受身体伤害的同时，却面

临维权困境。

这类事故如何界定？高昂的治疗费找谁承担？养生保健

机构为何事故频发？

收费38元的拔火罐，却让她左颈部及背部烧伤6%，工作生活严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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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感觉背上很烫
像烧起来了

2019 年 12 月的一天，杭州一家互联网

公司的女程序员邱敏，像往常一样在晚上 8

点左右下班。她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小区

门口的社区服务中心保健室，准备放松一下

做个足疗。足疗快结束，技师提议，再做一个

拔火罐，可以“下火”。邱敏也觉得，最近工作

压力增加，可以试试。

起先，这位新来的女技师在她背部抹了

一层类似精油的东西，然后开始拔罐。“在放

到大概第三个罐的时候，突然感觉背上很烫，

像烧起来了。”邱敏整个人都跳了起来，拼命

喊叫，由于恐慌和疼痛，邱敏不记得火到底在

她身上燃烧了多久，“只知道当时火并没有马

上就扑灭。”

事后邱敏才知道，原来这位女技师操作

时，不慎将酒精滴落在邱敏身上，才“引火烧

身”。火被扑灭后，邱敏仍感到背后火烧一般

地疼。她想打 120 急救，但被闻讯赶来的社

区服务中心其他工作人员劝阻。她们告诉邱

敏，用鸡蛋清敷一下，涂点去疤药就好了。

但邱敏坚决不同意，当晚 10 点多，她还

是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联系上医院烧伤急

诊科后，医生告诉邱敏，先用清水冲 30 分钟

后再到医院。

在医院进行伤口处理时，邱敏的朋友闻

讯赶来，并拨打了110，希望能通过警方留下

涉事技师的身份信息，为后续处理留个证据

保障。

邱敏的诊断报告显示：颈部、肩、背烧伤

6%二度，1%为深二度烧伤。

远在老家的母亲也赶来杭州，不知道哭

多少次了，“这么严重的伤疤，我女儿现在还

单身，万一留疤了会影响她一生的。”

非治疗类拔火罐烧伤
不属于医疗事故

事发次日，警方通知了市场监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认为，这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

应交由卫生局处理。但卫生部门调查后表

示，拔罐、艾灸等项目

如果不是以治疗为目

的，就不属于医疗事

故，并且这类保健

项目并不是只有

医 院 或 者 诊 所

才能从事，一些

保 健 场 所 也 可

以做。

律 师 觉 得 ，“ 这

种情况处于模糊地带，如果

强调保健性质，那就不属于医疗事

故。”

不属于医疗事故，那意味着只能作为普

通消费纠纷进行处理。继而，市场监管告知

邱敏，因为没有强制执行手段，只能进行调

解。经查，涉事店家属于无照经营，员工也没

有上岗证和医师资格证，市场监管部门对其

作出了罚款等处罚。

而在调解过程中，涉事保健室技师只支

付了 7000 多元，用于前期治疗费用，而涉及

后期疤痕治疗的费用却不愿意支付。在与涉

事技师协商无果后，邱敏找到了保健室所在

的社区服务中心，但相关负责人说，这间保健

室与他们没有关系，只是免费提供给几位技

师使用，前提是保证为社区老人提供一次免

费保健服务。

“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能负责我烧伤之后

的治疗费，连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我都不要

了。”邱敏无奈地说。

高昂的治疗费与其他损失
找谁来赔？

每次到医院换药包扎，看到身上的伤口

像烤熟了一样，密布着歪歪扭扭的伤疤，邱敏

都会感到沮丧，甚至绝望。

由于烧伤严重，伤口愈合后，邱敏的背部

和颈部留下大面积的疤痕。医生告诉邱敏，

疤痕治疗周期在 1 年左右，费用初步估计需

要7万元。

邱敏说，肇事方看到详细的治疗清单后

表示自己也是打工的，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事发一个月以来，邱敏除了每天奔走在

单位、医院之间，还要不停地与市场监管局、

社区服务中心、涉事店家沟通。而为了让女

儿得到相应的赔偿，邱妈妈也在不停奔波，在

各个部门之间交涉。

一周之前，邱敏所住辖区的街道办组

织了一场协调会。最终经协调，社区服务

中心和技师愿意承担后续 7 万多元的治疗

费。

虽然后续医疗费有了着落，但邱敏认

为，自己所面临的伤害与损失远不止 7 万

元。

“因为治疗，我不得不向公司请假，这也

严重耽搁了我的工作进程。”邱敏说，养伤这

1 个多月扣除的工资，再加上因为误工影响

到年终绩效奖金等，差不多有 10 万元左右，

这些损失都需要自己承担。

而之后为期一年的修复治疗更是让邱敏

母亲感到担心。“她一个人在杭州，又要忙工

作又要跑医院，压力太大了。”邱妈妈说。

近年来，刮痧、拔罐、艾灸等成为流行的

养生保健方式。大街小巷兴起的中医养生

馆、足浴店、美容店，也成了提供拔火罐的场

所。

在大多数人眼里，拔火罐是一个十分普

遍的项目，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操作的技

师手法技术不合格，或是不够专业尽职，出现

疏漏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小。

钱报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养生保健

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具备从事保健服务的资

质，由于缺乏服务技术标准和规范，养生“养”

出伤病甚至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统计，2019 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

受理消费者卫生保健服务类投诉 1565 件，而

2018 年同期是 956 件，其中不少是关于养生

保健的投诉。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有关规定，中医

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类服务应由中医类别执

业（助理）医师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服务

岗位人员应取得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

书，开展的服务范围应与取得的资质相一致，

同时应持健康合格证上岗。

“拔罐作为中医的一种理疗方式，理应由

具有执业医师资质的中医师临床操作。”北京

同仁堂浙江医药有限公司主治医师董晓青

说，但现在在一些保健场所，很多从业人员不

具有任何医学基础知识，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培训几天即可上岗，难免出事。

一位业内人士说，现在，很多养生保健

机构注册的经营项目和实际从事业务都不

相符，而且大多数从业人员无医师资格证、

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无卫生基本保障。

为此，董晓青等一些专业人士建议，消费者

不要图方便，应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接受治

疗。

养生保健机构遍地开花
资质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