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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江苏省苏州市卫生监督所、广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天津市口腔医院（天津市整形外科医院）、江苏省苏州

市立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宏（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蔡平（江苏省苏州市卫生监督所）、

李霞（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周军（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张兰成（天津市口

腔医院<天津市整形外科医院>）、刘日记(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曹宇（江苏省苏州市疾病

预防控制局）、刘劲松（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窦志勇（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朱悦

（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祖燕（河南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何中臣（重庆市卫

生监督协会）、周琴（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监督局）、王立峰（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监督局）、

居建云（山东省预防医学会）、王金敖（江苏省卫生监督所）、李玲（湖北省卫生健康发展

服务中心）、温国明（广东省卫生监督所）、王勇（北京市东城区卫生监督所）、战琪（北

京市东城区卫生监督所）、庞志强（北京市朝阳区卫生监督所）、黎宁（北京市朝阳区卫生

监督所）、韩红星（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监督所）、黄海潇（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监督所）、戴

金增（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孙津捷（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罗盛康（广东省第二人民

医院）、王杭（四川省成都市产业协会会长）、姜南（河南省郑州市整形美容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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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提出并组织了 5 家各类机构和组织，根据团体标准在编写中

的实际情况制定完成。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医疗美容行业严格履行依法执业和医疗

质量主体责任，不断增强法治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律意识，共同维护医疗美容市场平稳、有

序、健康发展。

本标准的重点内容是第 4 章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条件、第 5 章医疗美容从业人员一般

要求、第 6 章医疗美容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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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规范，包括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条件及一般要求和行为规范

的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所有医疗机构，包括医疗美容医院、门诊部、诊所及设置医疗美

容科的医疗机构。

本标准可以作为对医疗美容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执业监管和评价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WS/T367-2012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T/CAPA 3-2021 毛发移植规范

T/CAPA 5-2021 微创治疗操作规范

中整协发〔2020〕45号 医疗美容病历范本（试行）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培训大纲（国卫办医函[2020]537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疗美容

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

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

3.2

医疗美容机构

指美容医疗机构（以开展医疗美容诊疗业务为主的医疗机构），以及设置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

3.3

医疗美容从业人员

指在医疗美容机构中向就医者提供医疗美容咨询、医疗美容项目实施、护理、药事、检验、影像技

术等服务的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医疗美容护理人员以及其他医疗卫生人员；医

疗美容咨询人员等。

3.4

医疗卫生人员

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者职称的人员。包括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检验技师（士）和影像技师（士）等卫生专业人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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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指在医疗美容服务过程中，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技术或手术的执业医师。

3.6

医疗美容护理人员

指在医疗美容服务过程中，从事医疗美容专科护理工作的人员。

3.7

其他医疗卫生人员

指在医疗美容服务过程中提供药事、医学检验、医学影像等服务的卫生技术人员。

3.8

医疗美容咨询人员

指医疗美容服务过程中，通过线上或线下从事医疗美容诊疗咨询、就医引导服务的人员。

4 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条件

4.1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4.1.1 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经执业医师注册机关注册或备案。

4.1.2 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其中，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应具有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

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容牙科项目的应具有5年以上从事美容牙科或口腔科

专业临床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容中医科和美容皮肤科项目的应分别具有3年以上从事中医专业和皮肤

病专业临床工作经历。

4.1.3 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1年以上。

4.1.4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4.2 医疗美容护理人员

4.2.1 具有护士资格，并经护士注册机关注册。

4.2.2 具有 2 年以上护理工作经历。

4.2.3 经过医疗美容护理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护理工作 6 个月以上。

4.3 其他医疗卫生人员

医疗美容机构中的药师（士）、检验技师（士）、影像技师（士）等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经职（执）业资格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职称。

4.4 医疗美容咨询人员

医疗卫生人员或者具有国家认可的医学药学学历教育背景的人员。

5 医疗美容从业人员一般要求

5. 1履行医务工作者防病治病、保护人民健康的基本神圣职责；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提高医疗美容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

5.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医疗卫生行业规章及纪律，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各项制度规定，恪守职业道德，

按照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以及医学伦理规范等有关要求实施医疗美容服务。

https://baike.so.com/doc/5412474-56506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73293-63865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65245-60780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85975-629908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52867-32322877.html


6

T/APCA XX—202X

5.3实施医疗美容服务应当在具有取得资质的医疗美容机构场所内进行，不得在医疗美容机构场所外实

施医疗美容服务。

5.4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从业人员资格证、执业证、职称或学历证书。暂停执业活动、

被吊销或注销从业人员执业证期间，不得实施医疗美容服务。

5.5 应当使用经依法批准或者备案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采用合法、合规、科学的诊疗方法；

按照规定填写和保管病历资料。

5.6 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医院感染控制制度，遵揗无菌操作规范。掌握消毒与灭菌的基本知识和职业防护

技能，按要求处理医疗废物。

5.7 严格遵守医学伦理道德，尊重医疗美容服务对象人格尊严，维护其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为服务对

象保守医疗秘密及健康隐私和个人信息，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得违规收集、使用、加工、传输、泄露、

买卖服务对象的个人资料和医疗信息。

5.8 认真践行医疗美容服务承诺，加强与服务对象的交流与沟通，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好本职工作，

把对服务对象的尊重、理解和关怀体现在医疗美容服务全过程。

5.9 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要、非法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5. 10 共建公平就医环境，严禁利用号源、床源、紧缺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或者检查、手术等诊疗安排

收受好处、损公肥私。

5.11 严格遵循医学科研伦理规范，遵守医学科研人员诚信行为规范，坚守医学科研诚信底线， 自觉抵

制学术不端行为。

5.12 热爱学习，钻研业务，更新知识。 自觉参加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常规的

培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努力提高医疗美容专业素养。

5. 13 开展医疗美容宣传和科普教育，不得实施医疗美容“代言活动”。

6 医疗美容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6.1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6.1.1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核定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专业包括：美容外科专

业、美容牙科专业、美容皮肤科专业、美容中医科专业。

6.1.2 医疗美容服务实行主诊医师负责制。医疗美容项目必须由主诊医师负责或在其指导下实施。

6.1.3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应按照本人备案的主诊医师专业类别以及该类别所对应的医疗美容项目和所

在医疗机构的授权情况开展诊疗活动，不得超出医疗机构类别、主诊医师专业类别或医疗机构授权从事

医疗美容临床技术服务工作、实施医疗美容项目。

6.1.4 严格遵守临床技术应用规范和医学伦理规范。

6.1.5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的其他要求。

6.1.6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台湾地区医师及外国医师开展医疗美容执业或者从事医疗美容临床

示教、临床研究、临床学术交流等活动的，应当遵守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规定。

6.2 医疗美容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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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遵守医疗美容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得独立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具有 3 年医疗美容专科经

历的护理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可以在执行医疗美容医嘱时，保证符合操作规程、确保安全条件下，辅

助开展美容皮肤科的医疗器械设备操作以及美容中医科的中药内服、中药外治等无创或微创医疗美容项

目技术。

6.2.2 严格按照护理方案和操作规程进行护理，确保操作规范、准确。

6.2.3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防止院内交叉感染。

6.2.4 严格遵守《护士条例》规定的其他要求。

6.3 其他医疗卫生人员

6.3.1 不具备主诊医师条件的执业医师或医学毕业生，应当在美容主诊医师的指导下从事医疗美容临

床技术服务工作、实施医疗美容项目，不得单独开展医疗美容临床技术服务。

6.3.2 药师（士）应当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处方管理办法》以及药品调剂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认真审核处方或者用药医嘱。

6.3.3 检检人员应当及时、准确出具检查、检验报告，提高准确率，不谎报数据，不伪造报告；发现检

查检验结果达到危急值时，应当遵守危急值报告制度。

6.3.4 影像技师（士）不得出具影像、病理、超声、心电图等诊断性检查报告。

6.4 医疗美容咨询人员

6.4.1 提供美容咨询服务应当合法真实科学，不得向服务对象推介超出本机构业务能力范围的医疗美

容服务项目或技术。不得作出表示功效、安全性及绝对化的断言或者保证。

6.4.2 正确引导服务对象科学、理性实施医疗美容，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

误导服务对象，不得引导未成年人接受医疗美容服务。

6.4.3 不得参与美容医师实施的手术、治疗等医疗技术操作；不得从事美容护理及其相关工作。

6.4.4 协助美容医师和护士进行基础、细致的人性化沟通，减少医患矛盾。

6.4.5 不得在诊疗咨询、就医引导活动中作出不符合法律法规及诊疗规范要求的承诺或表述。

6.4.6 积极开展医疗美容知识科普宣传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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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标准起草基本情况

（一）项目承担单位、参与人员

本任务来源于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行业发展与监督自律

委员会。

本标准承担单位为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江苏省苏州市

卫生监督所、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

监督所、天津市口腔医院（天津市整形外科医院）、江苏省

苏州市立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宏（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蔡

平（江苏省苏州市卫生监督所）、李霞（广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局）、周军（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张兰成（天津

市口腔医院<天津市整形外科医院>）、刘日记(江苏省苏州市

立医院)、曹宇（江苏省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刘劲松（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窦志勇（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朱

悦（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祖燕（河南省卫生健康技

术监督中心）、何中臣（重庆市卫生监督协会）、周琴（四川

省卫生健康委监督局）、王立峰（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监督局）、



2

居建云（山东省预防医学会）、王金敖（江苏省卫生监督所）、

李玲（湖北省卫生健康发展服务中心）、温国明（广东省卫

生监督所）、王勇（北京市东城区卫生监督所）、战琪（北京

市东城区卫生监督所）、庞志强（北京市朝阳区卫生监督所）、

黎宁（北京市朝阳区卫生监督所）、韩红星（北京市海淀区

卫生监督所）、黄海潇（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监督所）、戴金增

（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孙津捷（天津市卫生监督协会）、

罗盛康（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王杭（四川省成都市产业

协会会长）、姜南（河南省郑州市整形美容协会会长）。主要

工作包括负责标准技术资料查询、收集及对比，现场调查研

究、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撰写，行业内征求意见，

组织标准的初审讨论会及标准报送等。

（二）简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于 2024 年 8 月立项（项目编号???），标准任务

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在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行业发展与监督

自律委员会指导下，对标准制定具体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

成立了起草工作组，并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

1、2024 年 9 月初，起草工作组在收集和查阅了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资料基础上，结合目前医疗美容行业

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撰写标准文本

草案和编制说明的基本框架。

2、2024 年 9 月下旬，起草工作组召开第一次专家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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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一步就标准撰写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相关调研情

况等进行讨论，会后形成标准意向稿。

3、2024 年 10 月，起草工作组按照第一次专家研讨会提

出的意见建议，对标准的意向稿进行了整理修改，形成了标

准草稿。

4、2024 年 11 月初，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行业发展与监督

自律委员会会同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召开

医疗美容团体标准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对标准草稿进行了

认真讨论，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

5、2024 年 11 月，起草工作组按照专家座谈会意见建议，

组织起草人员再次修改，形成标准文本（初稿）及编制说明

（初稿）。

6、2024 年 12 月初，起草工作组召开第二次专家研讨会，

对标准文本（初稿）及编制说明（初稿）进行深入讨论，起

草工作组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

7、2024 年 12 月中旬，起草工作组根据第二次专家研讨

会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文本（初稿）及编制说明（初稿）

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上报专委会。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医疗美容行业严格履行

依法执业和医疗质量主体责任，不断增强法治意识、风险意

识和自律意识，共同维护医疗美容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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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主要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从业人员执业条件、从业人员一般要求和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共 6 个部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适用范围

根据现行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医疗美容

行业的有关规定，将本标准适用范围确定为开展医疗美容服

务的所有医疗机构，包括医疗美容医院、门诊部、诊所及设

置医疗美容科的医疗机构。并结合当前医疗美容行业发展和

监督自律的要求，特别提出本标准可以作为对医疗美容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执业监管和评价的依据。

2、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条件

根据医疗美容机构的调研情况，结合医疗美容机构从业

人员组成的实际，本标准提出了对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医疗

美容护理人员、其他医疗卫生人员和医疗美容咨询人员等4

类执业人员的执业条件。

3、医疗美容执业人员一般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护士条例》《医疗美容

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当前对医疗卫生领域相应

的工作要求，本标准结合医疗美容行业的服务实际，提出了

13项执业人员一般要求。

4、医疗美容执业人员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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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4类医疗美容执业人员提出了20项行为规范要求。

其中医疗美容主诊医师6项、医疗美容护理人员4项、其他医

疗卫生人员4项、医疗美容咨询人员6项。

三、引用文件与参考文献

（一）引用文件

本标准主要引用了5个规范性文件的有关内容，一是

WS/T367-2012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二是T/CAPA 3-2021

毛发移植规范；三是T/CAPA 5-2021 微创治疗操作规范；四

是中整协发〔2020〕45号医疗美容病历范本（试行）；五是；

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备案培训大纲（国卫办医函[2020]537号）。

（二）参考文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18部法律法规及相关

文件的有关规定，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护士条例》《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条例》《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处方管理办法》《医

疗机构检验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作的

指导意见》《医疗美容病历范本（试行）》的通知《医疗机构

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卫生部关于医技人员出具相关检查诊



6

断报告问题的批复》《护理人员中医技术使用手册》《医疗机

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

四、社会稳定与风险评估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

规定，标准调整的对象和范围界定准确；内容优先考虑人民

群众健康权益与服务需求，兼顾医疗美容产业健康发展需要，

把行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可承受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经过必要的公众参与程序。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充分开展了行业调研

工作，同时召开多次专家讨论和座谈会，对标准主要内容无

重大分歧。

本标准主要内容经过严谨科学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

稳定性和连续性，实施过程中不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

制约因素的重大影响。

本标准的公众关注程度一般，标准出台不会引发较大的

影响社会稳定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调研医疗美容行业服务情况，主

要内容与相应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无抵触，起草工作

组评估认为不存在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以及影响稳定的其

他隐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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