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美容网络舆情与风险预警

简报
2021年第2期（总第6期）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政策研究室编

根据国家卫健委办公厅等 8 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

法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发﹝2020﹞4 号）中有关医疗美容相关行业组织

“定期向社会发布医疗美容典型案件以及医疗美容相关手术、药品器械使用

的风险警示”的要求，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开展了医疗美容网络舆情监测工作。

现将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网络舆情与风险预警简报如下：

一、数据采集

（一）采集平台：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疗美容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技术

支持：北京鸣医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二）采集周期：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三）采集范围：全网公开信息，包括：论坛、新闻、博客、问答、视

频、微博、贴吧、平媒、微信、电视、股吧、手机新闻等。

（四）采集内容：根据医疗美容行业特征词，对全网相关信息进行搜索

整理。

（五）数据处理：根据内容表达的语义结构，判断内容正负面关系；分

析全网传播内容，聚合报告期内传播热点；结合非法行医和非法产品的相关

敏感词，挖掘非法行为的敏感信息。

二、舆情数据分析

（一）概述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全网新增医疗美容相关信息共计 1326648



条。其中，重点媒体频道信息达 32188 条；负面评价信息量条 3627，占总体

信息量的 0.27%。

（二）按信息来源（平台）分布

信息来源（平台）分布：其中，来源于微博占 10.23%，以美容就医者声

量为主；来源于新闻端占 20.16%，以行业内的企业或媒体声量为主；美容就

医者反馈的负面信息集中在微博、问答、论坛等互动平台。

（三）按信息来源（地区）分布

信息来源区域分布与传播量基本与各地区医疗美容行业发展水平正相关。

各地区的医疗美容行业信息量，与区域内的行业机构数量、密度、市场规模

和热度紧密相关。数据占比较密集的地区依然为：北京、四川、广州。



二、舆情内容分析

（一）概述

根据传播内容的正负调性，将行业信息分为正面、负面、中性三种。在

各个媒体平台中微博和新闻的传播量较大。

正/负面舆情内容媒体类型分布图

（二）新闻平台正/负面宣传内容

新闻媒体和业内企业是新闻平台的传播主体，其内容主要与行业公益行

动、品牌机构、成熟技术相关。报告期内，玻尿酸、医美、整形、微整形为



本期正面高频词。

新闻平台正面高频词分布图

（字号越大、出现频率越高。下同）

新闻平台负面内容集中在医疗服务环节。报告期内，效果、技术、热玛

吉、鼻部整形为负面高频词。

报告期内，热玛吉项目的传播度及关注度较高，主要集中在热玛吉假冒

设备、水货探头、不良反应、毁容等相关事件上，此项目的相关负面信息集

中，已成为近期社会关注热点。

三、非法产品销售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全网发现非法购买或销售假货、水货的相关信息 140 条。较



上一报告期数据呈上升趋势，因春节长假医美客户倍增，各平台发布产品信

息爆发，以论坛为主，站点分布集中，个别站点的非法产品信息反复出现。

非法产品线索平台分布图

（二）非法产品重点线索

1.前报告期中已发现的非法产品源头仍在进行大量信息发布（见下图）。

2.贴吧非法重点线索较集中。



三、医疗美容不良事件

1.报告期内，医疗美容行业不良事件报道共 32188，2 月医美负面信息传

播量明显上升。（注：重点不良事件指在 20 个以上平台传播，单个事件阅读

量达到 10 万以上的事件。）

单日不良事件信息传播量图

重点不良事件汇总

2.报告期内，女演员美容就医者因治疗效果问题而公开投诉，涉事医疗



美容医院被曝短期内有多次行政处罚行为；同时，多个消费者投诉平台收到

了医美就医者因医疗服务、收费价格高但无法验证设备真伪等问题所提交的

网络投诉。

四、风险预警

报告期内，不良事件相关的医疗服务或产品有热玛吉、隆鼻、玻尿酸、

超声刀、美白针、吸脂、线雕、丰唇、除皱、眼部整形等，其中热玛吉、隆

鼻两个项目的负面报道依然排在首位，提示美容就医者近期重点关注上述项

目的风险。

报：国家卫健委综合监督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