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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蓉 陈曦

“整形门诊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

筛选人群，要对他们的整形目的了解清

楚。”刘君感慨说，“有些孩子，我们看起

来面容很正常，但在他眼里却可能是扭

曲的。其实这是形成了精神障碍，是一

种心理偏执。整形无法医治他们的心理

疾病。”

对于低龄医美者而言，割双眼皮和

隆鼻是最受欢迎的美容项目。某医美服

务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00 后”早已迅

猛接棒“90 后”，成为医美双眼皮手术消

费大户。

针对医美服务平台推出的“66 双

眼皮节”，张菊芳也不认同。“这是一种

营销手段，把双眼皮作为产品在卖。”

张菊芳说，双眼皮是一项手术，不是流

水线的产品，是不可以批量生产的。

“定了个双眼皮节，进行大规模促销，

鼓动大家都来做双眼皮，这是不可取

的。”

“选择为低龄化人群进行医疗美容，

从临床来看，我们主要基于两方面考

虑。”张菊芳说，“有的孩子存在先天不

足，比如唇腭裂等，为孩子进行美容手

术，可以让他从小树立信心；还有的是为

了弥补孩子的心理创伤，消除自卑感。

比如，有的女孩脸上有黑毛痣，被同学取

笑。”

对于低龄医美者，刘君建议，“应该

等到成年后，建立成熟的审美观后，再来

考虑这件事。”

张菊芳也认为，“未成年人不宜选择

医美，父母也不能以自己的需求为目的，

要求孩子整形。而大学生群体需要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可以追求美，但

不能盲目。如果真的要整型，也应该去

正规医院或者医疗美容机构，与医生直

接沟通，听取专业意见。”

（除张菊芳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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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的女孩，不假思索地讲起自己的种种面部缺

陷。可刘君分明看到，她的面孔白净又漂亮，皮肤通透

饱满，五官端正，他默默为女孩的颜值打了95分。

女孩叫芳芳，15岁，正读初三。她每天频繁地照镜

子，无数次对脑海中扭曲的自己，作出“丑”的评价，不计

代价地到处咨询医美。

终于在一个夏天，芳芳在母亲的陪同下，坐到刘君

面前。

刘君清晰地看到，女孩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渴望，

对改变的渴望——“我的上颚往前倾，能往后推吗？”

进门后，芳芳的母亲只是一声不吭地站在旁边，对

着刘君露出无可奈何的微笑。

“你很漂亮，没必要整。”刘君打断了芳芳的话，直接

否定了她对自我的偏差认知。

“你看，医生都这么说。”这时，一旁的母亲才开口说

出第一句话，“我之前也劝了很久，女儿就是不相信。”

事实上，由于相貌出众，“校花”芳芳一直备受瞩

目。可自从进入初中，听到别人说，其他班另一个女生

比自己漂亮，芳芳从此便对自己的外貌充斥不满，开始

各种奇怪行为。

“她对自己的外貌很苛求，会不断夸大自己的不足，

很可能是心理层面出现了问题。”刘君在拒绝芳芳的整

形想法后，也对女孩的母亲提出建议——关注孩子的心

理状态。

“校花”的烦恼：我是不是不太好看

在刘君所在的整形科，不到 20 岁的男孩小林也是

常客，“几乎每季度，他都会来一次，而且每次的需求都

不一样。除了我，很多医生也为他接过诊。”

小林长得中规中矩，可从高中开始就对自己的外貌

格外在意，不断能找到新的缺陷。还在读高中时，小林

就在其他一家医院做了下颌骨削骨。

“因为磨削，他又产生了新的不满。手术半年后，来

我这里咨询。”刘君说，“男孩的母亲也是煞费苦心，独自

提前来和我打招呼，希望我劝劝儿子。”

刘君成功把小林劝回了家，可半年后，小林的母亲又

找上了门，“儿子好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又开始纠结了。”

尽管刘君一再劝说他不要整形，可小林始终坚持要

改变，却支支吾吾说不清目的和缘由。“由于过度关注外

貌，精神无法集中在学习上，他只读到了高中毕业。”刘

君猜测，他可能因失恋等原因受到心理打击，最佳的解

决方式，并不是找刘君这样的整形医生。

“去心理卫生科就诊。”面对低龄医美者，刘君常常

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三个月光顾一次整形科的男孩

对于美容手术，有时年轻的“00 后”也会和家人意

见不合。“有的孩子很想做，父母觉得没必要；也有一些

是孩子还没有形成审美观，但父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

孩子身上。”

“孩子还小，为什么要给她割双眼皮。”从事医美工

作 28 年，浙江大学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美容

科主任张菊芳第一次遇到这么小的就诊对象——13 岁

初一女生小敏。

“我就觉得她眼睛不好看，女孩应该有一双漂亮的

大眼睛。”小敏的妈妈说道。

张菊芳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小敏，她带着一脸似懂非

懂的表情，听着大人间的对话。小敏对于整容一无所

知，她只知道，“妈妈让我做，我就做。”

听到小敏的回答后，张菊芳拒绝了这次手术，“小孩

自己并没有要求，这次手术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家长也

不能以自己的审美观来为孩子做决定。”她告诉小敏妈

妈，应该在小敏成年，形成自己的审美观后，再让她决定

是否进行面部调整。

刘君也遇到过一对类似的母女。

“一进门，女孩妈妈就急切地对我说，女儿眼睛不好

看，鼻子不好看⋯⋯哪哪都不好看。”

刘君记得，那是一个长相一般的高中女孩，的确有

部分缺陷，但女孩本身对外貌无所谓，“这位母亲的心态

有点不正常，坚持让孩子整形。”

要在子女脸上续写自己审美的妈妈

“爸，你准备好了吗？”6 月初，一系列文案出现在

某医美客户端的广告中，为新推出的“双眼皮节”预

热。这则刷爆电梯间的广告，也因一个“爸”字所暗含的对低龄医美者的鼓励，引起广泛争议。

某医美服务平台发布的 2018 年医美行业白皮书分析称，每 100 位中国医美消费者中，就

有 19 位“00 后”，“00 后”开启医美消费的势头比“90 后”更强。而 2019 年，19 岁以下中国医

美消费者占比已达到15.48%。

种种迹象表明，整容人群正逐步年轻化。那么，“00后”为什么早早选择整容？整容带给他

们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必要在低龄阶段进行整容？钱江晚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在整形科，未成年人常常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出现的。

从事整形职业四年，每逢寒暑假，杭州一家三甲医院整形科医生刘君，都会目睹学生

聚集的高峰期，“几乎每月，有六七十个学生来进行美容手术，占比达到30%~40%。”

“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生，因为即将入读大学，他们希望以更美好的自己，迎接崭新

的生活和全新的交际圈。”近几年，高中毕业生群体医美需求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刘君

理解他们的心态，可时不时也会遇到几个让他无措的低龄医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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