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项丹平

干细胞美容针、干细胞化妆品、口服干细
胞保健品、干细胞整形……近几年“干细胞美
容”“干细胞康养”十分火爆，其功效宣传也神
乎其神，“美颜抗衰”“逆龄抗皱”“冻存青春”

“一针年轻10岁”“延年益寿”……许多人觉
得“干细胞”产品听起来很“高大上”“高科
技”，动辄上千元甚至几万、数十万元也不惜
买单。市场上打着“干细胞美容”概念的美容
院或整形医院数不胜数，电商平台上相关产
品也比比皆是。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淘
宝上搜索“干细胞化妆品”，瞬间跳出数千条
打着“干细胞”名义的化妆品，其中一款声称
从日本进口的干细胞抗衰老面霜，在其页面
上宣传“富含3种植物干细胞萃取物”，一瓶
30克面霜售价竟超过1800元。那么，干细胞
到底是什么？它真有抗衰老效果吗？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今年3
月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干细胞美颜抗
衰”广告宣传虚假违法案例，某化妆品经销商
在其化妆品广告中宣称含有“干细胞”成分涉
嫌虚假广告被处以罚款。湖南、江苏等地近
几年也查处过多起针对老年人的“干细胞治
疗”骗局。而早在2021年9月，国家药监局就
发布科普文章，一锤定音指出“干细胞化妆
品”是个伪概念，那些所谓的干细胞化妆品均
属违法宣称，应予禁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谭亚敏近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也表示，目前我国并没有批准任何
用于美容保健功能的干细胞产品。

“干细胞美容”是个“伪概念”，宣称
“干细胞”抗衰、抗癌、美容等均是虚假
违法广告

干细胞，俗称“万用细胞”，是一类具有自
我更新能力的多潜能细胞，在一定诱导条件
下可以增殖并分化为其他类型的细胞。人体
内都有干细胞，这些干细胞能恢复组织，并制
造新的高分化细胞替代自然死亡的细胞。因
此，干细胞被包装成了抗衰美容、疾病预防、
疾病治疗等各种概念。早在2015年，我国即
出台首个《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
行）》，对干细胞临床研究的机构资质和条件
等做出一系列规范。

记者发现，对于干细胞在美容抗衰领域
的“热闹”，国家药监局2021年9月在官网发
布科普文章指出，目前，干细胞技术在医学领
域大多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在卫生健康部
门备案的干细胞临床研究中，尚无干细胞在
美容、抗衰方面的研究。2021年国家药监局
修订发布的《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中，也
未收录名称含有“干细胞”的化妆品原料。目
前，国家药监局未注册或者备案任何干细胞
相关的化妆品原料。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化妆品标签禁止标注“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内容”。化妆品的标签宣称含有“干细
胞”，违反了化妆品标签管理的法规规定，应
予禁止。而中国《化妆品标签标识禁用语清
单》显示，化妆品严禁使用“干细胞”等词语。

针对市场上一些化妆品宣称含有“人参
干细胞”“苹果干细胞”等“植物干细胞”，国家
药监局在文章中指出，“植物干细胞”本质上
是一类植物细胞，只能分化为其他类型的植

物细胞，不能分化为人的细胞。在《已使用化
妆品原料目录》中，收录了一些植物来源的化
妆品原料。这些植物来源的原料添加至化妆
品中，主要通过其植物化学成分发挥作用，与
其是否为植物的分生组织无必然关系。一些
商家宣称化妆品中含有“植物干细胞”，容易
使消费者误解认为植物分生组织对人的细胞
具有分化作用。

记者还发现，2021年6月30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干细胞广
告监管的工作提示》称，宣扬干细胞疗法抗
衰、抗癌、美容等广告均为虚假违法广告；无
论是否医疗机构，采用干细胞疗法从事抗衰、
抗癌、美容等治疗都是违法行为。该提示明
确指出：1.目前除已有成熟技术规范的造血干
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系统疾病外，其他干细胞
治疗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尚未进入临床应
用阶段。2.目前在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干细
胞临床研究，仅有1项涉及糖尿病的临床研
究。3.目前在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干细胞临
床研究中无干细胞在抗衰、抗癌、美容方面的
研究。

广东省化妆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暨南
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刘忠教授指出，干细
胞在目前化妆品的所有剂型里都没法存活。
而所谓干细胞的提取物，例如植物来源的干
细胞、哺乳动物干细胞的提取物，就不能叫干
细胞了。假设某因子是从干细胞里面提取
的，在化妆品里应该叫这个因子的名字，例如
某某蛋白或某某肽。如果还将其称作干细
胞，就属于概念上的混淆。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
任、广东省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外科分会主
任委员刘宏伟也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用
于美容注射的干细胞产品获得国家批准，食
品、化妆品中更不可能存在活的干细胞。如

果在市场上看到100种干细胞相关产品，那
这100种都不是真正的干细胞产品，肯定也
是没有经过审批的。

谭亚敏对记者说，目前我国对于“干细胞
治疗”研究和试验性临床应用极为审慎，获得
国家备案的机构只有120多个，其中有项目
的只有100多个，且明确不收费、不得商业
化，全国迄今没有一款干细胞产品或干细胞
疗法获批正式应用。不少人被忽悠使用干细
胞产品抗衰老，事实上产品中可能根本没有
干细胞的影子，或者这类产品并无合法身
份。“干细胞美容”，其实从来都是骗局。

“干细胞注射”就是换了“马甲”的
生长因子，生长因子只被批准外用不可
口服或注射

由上可见，干细胞美容是又一个美丽的
“智商税”，但时至今日，“干细胞美容”仍在大
行其道。而当你在使用所谓的干细胞化妆品
时，也正充当着实验“小白鼠”的角色，或者压
根就不是真正的干细胞。

记者发现，北京市科协今年5月曾发表文
章指出，由于存在排异反应等，将来自他人的
细胞注入自己体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此
用干细胞注射抗衰老，简直是拿生命在美容。
而记者近日在小红书上也看到，在“干细胞填
充，逆转时光定格美丽”等广告宣传之下，有女
性花费近万元打了所谓的“干细胞填充”，一年
后出现了“疯长”（即局部皮肤组织细胞增生、
出现不规则隆起等）；还有人发现“疯长”后，

“取了3次干细胞，还回不到我原来的脸”。对
此，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与医疗美容科
主任医师李钢指出，整形美容行业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冒出一种所谓“高科技产品”，这些新产

品很可能只是违禁注射填充物换个“马甲”而
已。“冻干粉”“生长肽”“干细胞”“青春素”……
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产品，其实就是生长因
子。

李钢介绍，生长因子是一种可以刺激细
胞生长活性的多肽类细胞因子，可以在实验
室人工合成，已在美容业被滥用多年。生长
因子外用是安全有效的，有促进伤口愈合的
作用，可作为治疗药物使用，一般使用方法为
涂抹或喷涂。但国家只批准生长因子作为外
用药使用，如果注射或口服都是违法的，是被
明令禁止的。他提醒，目前我国没有批准任
何生长因子类填充药物，含生长因子的药物
均禁止用于组织填充。

李钢指出，生长因子在被注射到人体后，
其发挥的促生长作用是不可控的，会导致一
种无序、杂乱的生长，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良
影响。首先，生长因子会刺激注射部位周围
皮肤细胞迅速繁殖增生，导致组织无限生长
或异常生长，皮肤会出现发红、发硬等症状，
新长出组织往往超过预期大小，最终可能导
致毁容。其次，一旦出现问题，想把生长因子
取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即便医生进行了取出
操作，也难以保证绝对无残留。而生长因子
在某个部位哪怕只留存了一点点，该部位就
能疯狂生长。此外，被注射者还可能因注射
的人为因素造成毁容。比如，由于注射手法
或操作不当，导致生长因子被注入大血管引
起血管栓塞；针孔感染引起皮肤化脓，形成疤
痕甚至疤痕疙瘩。

谭亚敏也提醒，女性朋友们应增强科学
安全用妆意识，理性看待广告和宣传内容，购
买化妆品前需仔细辨别其成分，切忌轻信虚
假广告，不要轻易陷进打着“干细胞”旗号的
美容保健的“坑”，更不要为了追求美丽而付
出健康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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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想

今年 5 月，国家药监局
在官网发文指出，根本不存
在所谓的“食品级”化妆品，
化妆品的标签宣称“食品级”

“可食用”等，违反了化妆品
标签管理的法规规定，应予
禁止；去年9月，国家药监局
在官网发文称，在卫生健康
部门备案的干细胞临床研究
中，尚无干细胞在美容、抗衰
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家药监
局也未注册或者备案任何干
细胞相关的化妆品原料；不
久后国家药监局又在官网发
文提醒，警惕宣称“促进睫毛
生长”的睫毛液，截至目前，
国家药监局未批准任何宣称
具有促进睫毛生长功效的化
妆品；而国家药监局之前刚
通报称化妆品“蝶恋花美白
祛斑冻干粉”未经注册或者
备案……在不到一年时间
内，国家药监局对化妆品频
发警示，意味着化妆品市场
虚假宣传的乱象已到了亟须
清理整治的地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
多人为了美愿意为各种美容
保健产品付费。但市场上所
谓的“干细胞美容”“食品级
化妆品”等，其实就是通过各
种“高科技”概念包装，用“忽
悠式营销”和虚假宣传肆意
夸大疗效、刻意隐瞒风险，以
牟取暴利。近些年，从精英
人士到寻常百姓，一时冲动
掉进美容保健产品陷阱的人
很多，不仅被割了“韭菜”、交
了“智商税”，甚至可能付出
轻则损伤身体、重则毁容的
健康代价。而这些披着“高
科技”外衣的化妆品大多使
用一些比较生僻甚至“烧脑”

的“伪概念”，如宣传具有“促进睫毛生长”功
效化妆品当中的比马前列素、曲伏前列素
等成分，以及“干细胞化妆品”当中的“植物
干细胞”等，或者“质子水”“量子技术”等，均
是先用看似科学的“伪概念”将消费者“唬
住”，再利用人们普遍不愿深究其科学原理
的弱点，推出一些貌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
敲的“浅显道理”，来骗得消费者的认同。

去年以来，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
对化妆品市场的宣传“虚火”出重拳整治。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各地加强对含有

“干细胞”内容广告的监测监管，严查虚假
违法广告案件。国家药监局也于 2021 年
10月至2022年10月，再次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的专项
行动，清理整治未经注册或者未备案的化
妆品，清理整治标签违法宣称的化妆品，清
理整治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化妆品，特别
是对标签存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违法宣称药
妆、干细胞、刷酸、医学护肤品等的化妆品
进行清理整治。

俗话说：谎言不能持久，“伪概念”也不
是高科技。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们擦亮眼
睛，对不太理解又被广泛运用的新概念保
持警惕，以科学眼光去了解所谓的“高科
技”，做到科学认知、冷静思考，切莫轻信和
盲从，不要再在寻美路上交“智商税”了。
同时，也希望相关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彻底
杜绝虚假宣传和“概念”营销等欺诈手段，
真正脚踏实地为公众提供安全、高质量的
化妆品和保健品。

“水光针”按Ⅲ类医疗器械管理
近年来，“水光针”吸引了许多女性为之

痴迷，在小红书上，与“水光针”“水光针医美”
相关的种草笔记高达10万+篇。但是，今后
如果有医美机构拿出一个不是Ⅲ类医疗器械
的商品当成“水光针”推销给你，就可直接拉
黑这家机构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前不久
发布了“关于调整《医疗器械分类目录》部分
内容”的公告，明确“水光针”按照Ⅲ类医疗器
械监管。

医用敷料、化妆品纷纷上场，水光针市场
“鱼龙混杂”。“水光针”，是利用负压针向皮肤
真皮层注入玻尿酸（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等物
质，使皮肤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国家药监局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曾表示，水光针就是一
种将以透明质酸钠为主要成分的溶液注射至
面部真皮浅层以改善皮肤状态的疗法。

“水光针”因其注射操作十分便捷，全程
仅需1—2小时，是一种入门级医美项目。目
前市面上一剂“水光针”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
甚至上万元不等，市场“鱼龙混杂”，据《2020
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数据显示，
目前医美市场上流通的针剂正品率仅为
33.3%，即每3支针剂当中，就有2支是水货、
假货等非法针剂。

笔者查询部分医美平台发现，平台上使
用的水光针针剂种类远比查询到的已获批为

“Ⅲ类医疗器械”的“注射用透明质酸钠”要
多。记者还注意到，一些拥有“Ⅲ类医疗器
械”身份的产品，其获批适应证却风马牛不相
及；而更多水光针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医用
敷料，不能用于注射；有的甚至只有化妆品的
备案号。业内人士称，称化妆品为“水光针”，

是商家为了提升销售制造的一种噱头。
监管明确“水光针”身份。今年4月，国

家药监局发布的“关于调整《医疗器械分类目
录》部分内容”的公告明确，作为“水光针”主
要成分的注射用透明质酸钠溶液，用于注射
到真皮层，主要通过所含透明质酸钠等材料
的保湿、补水等作用，改善皮肤状态，按照Ⅲ
类医疗器械监管。

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对从
事Ⅲ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实行经营许可
管理，经营单位需持有《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生产工艺、无
菌保存等要求，也会远高于Ⅰ类和Ⅱ类医疗
器械。而作为破皮类注射项目，“水光针”类
产品应先通过国家药监局的Ⅲ类医疗器械认
证，才可以生产销售。

打“水光针”需找正规医疗机构和有资质
的专业医生。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与
医疗美容科主任医师李钢介绍，注射填充最为
常用的是透明质酸（玻尿酸），透明质酸是皮肤
的保湿因子，被注射进人体后，可以膨胀至原
来的500至1000倍。它还具有生物稳性、不易
转移及不容水性，是很好的组织填充物。

但李钢提醒，即便是打“水光针”这类微
整形，也不代表“没风险、微风险”。比如注射
玻尿酸，如果进行注射的人员没有受过专业
正规的医学教育，再加上不了解面部解剖结
构，易造成患者血管栓塞和神经损伤，甚至还
可导致皮肤坏死、致人失明、偏瘫、死亡。女
性需要擦亮双眼，找正规的医疗机构和有资
质的专业医生进行微整形，不要把微整形弄
成了“危整形”。 （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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