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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视觉冲击制造视觉冲击 大肆贩卖焦虑大肆贩卖焦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减肥商家专门
雇佣“文案团队”，通过社交平台精准推送焦
虑内容：制造紧迫感，用婚礼、拍照等场景触
发痛点；虚构美好未来，宣称“瘦了就是人生
赢家”；打造专家人设，用“6000字脱水干货”
包装营销软文。

有商家在加盟培训中，“指导”加盟者在
顾客首次咨询减肥项目时，将正常BMI（身
体质量指数）值范围内的体重说成超重或肥
胖，从而促进“签约率”。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线下的减肥
商家，为了让顾客对自己的体重产生羞耻
感，鼓励店面使用“猪肉秤”“货物秤”等测量
人体体重。

“还有一些商家在社交平台上故意放大
顾客的身体部位，使用‘大妈背’‘游泳圈’

‘麒麟臂’等字眼，制造视觉冲击，再配以‘穿
什么衣服不是由天气决定，而是由体重决
定’等刺激性标语，进一步加重消费者的体
重焦虑。”在北京从事减肥行业11年的业内
人士李明（化名）说。

他介绍，有的商家还在过去的“减重”基
础上新增了“塑形”类项目，将身材细化归
类，并配以“苹果型”“梨型”“水桶型”等名
称，让女性将自己身材对号入座，并分别进
行穿衣搭配和健身塑形建议。“拜拜肉”“麒
麟臂”“大象腿”“飞机坪”“扁塌臀”等都是商
家对女性身材不同部位的污名化，与之对应
的所谓“瘦下来”之后的名称则“秀色可餐”，
比如“天鹅臂”“筷子腿”“蝴蝶背”“小蛮腰”

“小鹿腿”“蜜桃臀”等。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商家大肆贩

卖体重焦虑，给消费者带来心理压迫，让其
逐渐将体重数字与个人价值挂钩，陷入“胖=
失败”的思维定式，从而为“速瘦”付出金钱
与身体健康的代价。对于商家来说，焦虑营
销能够带来变现，精准收割部分消费者，打
造成瘾性消费闭环，比如以“平台期突破套
餐”“巩固期疗程”等名义，诱导消费者持续
消费。

用伪科学话术推用伪科学话术推““减肥奇术减肥奇术””

“减重≠减脂，一字之差就是套路的开
始。”李明揭露，市面上许多机构通过“脱水
疗法”制造短期体重下降的假象。

他举例说，目前有不少减肥商家流行
“涂油甩脂”，即在身体上抹一些油，用保鲜
膜包裹后配合热疗。商家宣称通过这种方
式可以“一次瘦两三斤”，实则是通过排汗流
失水分，这种减重并非减脂，而是脱水了，体
重在补水后会迅速反弹。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有一些商家推
出了不少“减肥奇术”，比如“用电磁能量仪
调节生物电场”“用智能纤体热灸仪击破燃
烧分解脂肪”“代谢激活技术打破易胖体质”
等。有商家甚至宣称，使用其自家发明的仪
器减肥，“做一次可达到慢跑5公里的效果，
让你轻轻松松躺着就能瘦下来”。

“实际上这些都是减肥机构用伪科学话
术包装普通热敷、按摩项目，误导消费者为

‘黑科技’买单。”李明告诉记者，比如智能纤
体热灸仪，实际上就是通过局部加压排水，
而消费者减去的体重会在数小时内因饮水
而恢复。

“部分减肥机构甚至将‘文字游戏’作为
盈利手段。有商家承诺‘减重1斤收费100
元’，却刻意混淆‘减重’与‘减脂’的概念。
减脂需长期饮食与运动管理，而减重只需短
期脱水或掉肌肉，后者可能损害健康。”李明
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该行业准入门槛极
低。记者注意到，一家减肥机构的加盟资料
显示，操作“缩胃术”“代谢激活”等项目的员
工无需医学资质，经简单培训即可上岗，“十
几岁的孩子都学得会”。

宣称正常吃饭宣称正常吃饭 实则极端节食实则极端节食

记者注意到，不少减肥商家都宣称，顾
客“不用节食”“什么都能吃”，能够实现“主
食+肉食+水果”均衡饮食，可现实情况并非
如此。

在河北某减肥机构减肥的段娜告诉记

者，该机构与其签约时说，他家是通过提高
新陈代谢来实现减肥的，可以正常吃饭甚至
大口吃肉。签约后，对方要求早上喝一碗小
米粥、一个鸡蛋，中午单炒一个素菜外加一
个馒头，晚上喝酸奶或者吃一个水果。“商家
说这样一个月可以瘦 10 斤，可这不就是节
食吗？”

“开始减重疗程后，很多减肥机构为了
实现减重效果，通常会要求顾客进行食量
上的极端控制，比如要求顾客每日报备三
餐内容。”李明告诉记者，他曾看过不少减
肥者和商家的聊天记录，要求早餐只喝粥，
晚餐只吃一个猕猴桃或一根黄瓜，午餐也
严格限量。这就是其中一种手段，以“不节
食”将顾客吸引进店，再拐弯抹角地实施极
端节食。

在北京从事了10年健身教练工作的薛
凯指出，无论什么减肥方法，都不外乎这几
种机制：让你主动少吃；让你没食欲、不想
吃；让你吃了不能消化吸收、多拉大便排出
来；让你通过运动多消耗热量。

当记者以想要加盟对一些减肥商家
进行暗访时，发现一些商家采用“调理—
减肥—塑形—周边产品推销”手段实现多
重盈利：

在项目开始前先给顾客灌输“易胖体
质”和“代谢循环”等概念，以“排毒”为目的
先推销一系列养生茶、酵素果冻等，再开始
正式的减肥疗程；

签订合同时表示减肥手法属于不可逆
技术，从而要求顾客在项目开始时一并支付
全部费用，不留下反悔的机会；

如果承诺的减重斤数未能实现，则以
“代谢能力差”“经络堵塞”等概念解释，转而
进一步推销更高价的“体质调理套餐”。

“这种闭环推销链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
陷入‘自我怀疑—继续消费’的恶性循环。”
李明说，即使达到了消费者的目标体重，减
肥结束后，有些商家还会推销其所谓的售后
产品，种类主要集中于食品与养护产品，但
这些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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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刷牙就能瘦”，为啥还有人信
记者近日调查线上线下多

家减肥机构发现，五花八门的
“瘦身神器”层出不穷，从口服的
减肥产品到外用的减肥仪器，一
些机构通过制造身材焦虑、夸大
宣传、伪造科技概念等手段，打
出一条条“深入人心”的宣传标
语，“俘虏”了不少减肥者的金钱
与健康。

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超重率
与 肥 胖 率 分 别 达 34.3% 和
16.4%，并呈逐年递增趋势。多
名受访的业内人士指出，当体重
秤上的数字成为焦虑贩卖的筹
码，当伪概念披着科学的外衣横
行，野蛮生长的减肥行业正以伪
科学和焦虑营销加剧健康危机，
亟待依法规范治理。

从“过年三件套”到敖闰的“裂空爪”，
从“法式甲”到“中式风”，从刷油涂胶到可
穿戴……美甲已成为不少消费者展示自
我、表达个性的“新刚需”。

然而，美甲变毁甲等糟心事不时发生，
一些爱美人士不仅丢了“指尖美丽”，还搭上
了指甲的健康。

美丽背后潜藏风险

前不久，广西南宁市民周小怡发现，刚
做两天的美甲“发霉”了——透过厚厚的淡
粉色延长甲片，可以清晰看到指甲上长出黝
黑的霉菌。就医后医生告诉她，这是因为甲
片与指甲贴合不紧，水分进入缝隙滋生了霉
菌。

在一些医院皮肤科，类似的患者并不鲜
见。“我们科每天开设七八个门诊诊室，每个
诊室日均至少有一两个患者因为美甲出现
问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
单百卉说，她遇到过指甲变绿的、变灰的、发

炎的、分层的，甚至还有指甲整个掀翻的，
“还有不少青少年患者”。

有些不良商家凭借低价抢占市场，使用
劣质材料，卫生环境较差，造成潜在风险。

“美甲的风险包括指甲损伤、甲分离、甲沟
炎、皮肤刺激，以及细菌、真菌或病毒感染
等，长期频繁接触质量欠佳的指甲油、指甲
胶，还会增加患癌风险。”广西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馨予说。

问题到底出在哪？

近期，记者在多地实地探访发现，不少
美甲店的产品设备、卫生环境、操作流程等
隐患重重。

记者在一家美甲店看到，各式甲油胶琳
琅满目。美甲师表示，这些甲油胶都是厂家
直供，市场上买不到。记者提出想要看一下
产品合格证，美甲师说，产品是老板拿来的，

“我们只负责用，不知道合格证在哪里。”
前不久，上海市消保委对 43 款美甲产

品进行测评，结果显示，有几款油性指甲油
和甲油胶中测出了一定含量的甲苯、乙苯等
挥发性有机物；含闪粉和亮片的指甲油被检
出多种重金属元素，深红色指甲油中铬或镍
的检出浓度较高。

商务部2007年发布的美容美发行业经
营管理技术规范要求，美甲服务应备有皮肤
病顾客的专用工具箱，美甲工具应采用紫外
线消毒，做到一客一消毒，或使用一次性用
品。

然而，记者实地探访多家美甲店发现，
不论是繁华商圈高大上的独立门店，还是农
贸市场内的美甲作坊，美甲用品混用现象都
较为普遍。

记者调查发现，现实中，不少美甲店经
营不规范，一旦出现美甲问题纠纷，消费者
往往维权困难。“美甲师不承认是她们操作
不当，反而说是我自己损坏了甲片，只承诺
等我指甲好了再免费给我做一次。”周小怡
无奈地说。 据新华社电

刚做两天的美甲“发霉”了

李女士没想到，自己为新房装修
开放式厨房却装出了麻烦。

此前，为装修新房，李女士与某
装修公司签订了《住宅装饰装修工
程施工合同》，约定装修公司提供设
计 大 样 图 、平 面 布 置 图 等 施 工 图
纸。装修公司依约履行。

“我们按照装修公司的图纸开
工，谁能想到破坏了承重墙！”接到
北京市朝阳区住建委发来的《责令
改正通知书》，李女士感到很委屈，

“加固承重墙花了 9 万元，因为耽搁
工期没法按时搬家还得多租几个月
房，花了不少冤枉钱。”

与装修公司协商不成，李女士诉
至法院，要求装修公司赔偿承重墙
加固费用、工程逾期违约金、房租损
失共计 11 万余元。该案经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被告某装修公司作为专业
装修机构，负责提供设计图纸，理应
在设计前了解房屋的整体结构。尤
其当涉及拆除墙体时，更应注意承
重结构问题。然而在本案中，装修
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尽职了
解了房屋整体结构，也未对业主尽
到充分的提示义务，因此应对破坏
承重墙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另一方面，李女士虽非专业人
士，但在装修过程涉及变动结构时，
应尽到注意义务，向物业了解相关
情况，李女士也存在过错。综合考
虑双方的过错情况，法院按照公平
原则划分了赔偿责任，确定装修公
司承担 80%的赔偿责任，李女士自行
承担 20%的责任。“民法典第六条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
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这是我们适用公平原则进
行责任划分的依据。”该案承办法官
张卫解释。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三
庭庭长全奕颖说：“装饰装修企业应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得擅自出具
拆改承重墙等违规设计方案，并向
业主充分提示、说明相关风险。若
因违规行为导致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变动，双方都可能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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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违规拆改承重墙
谁来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