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A11生活·亲子 2017年2月24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版式/潘晶慧
电话：0731-82333636  E－mail:zhangqq@fengone.com

2016 大学生消费理财观调查结

果显示，在校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

为1212 元（不含学费、家庭与学校

间往返交通费）。家庭是学生生活费

的最主要来源，94% 的学生生活费

由父母或亲戚提供，其次为打工兼职

（30%）

1212元的消费都花在了哪里呢？

被调查学生选出了每月消费比重最

大的三项支出。除去基本伙食费外，

大学生最爱的是“吃”，零食、饮料

和营养品等其他食品（58%）是最

大的支出项。男生每月主要消费在

社交和娱乐（51%）、其他食品（50%）

和形象消费（38%）方面，女生每

月主要在其他食品（64%）、形象

消费（62%）和社交与娱乐（43%）

方面消费。男生将钱用在通讯 /上

网费（31%）和数码电子产品方面

（16%）的比例分别比女生高 7 个

和 11 个百分点，用于形象消费方

面比例（38%）则比女生低 24 个百

分点。

（本报综合）

中学生想整“baby 眼”
“微整形”咨询低龄化

爸妈多为被动陪同前往　
专家建议等孩子大了再说

过度“比美”忽略内在
青少年易患“体相障碍”

文 / 陆珏 朱晓奕

健康大数据平台日前发布的《2016 国民健康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在该平台咨询过的中学生中，每 15 个就有 1 个问过微整形的相关内容。
而全国各大医院的美容整形外科在近几年也出现了类似现象，经常有青少年到
门诊咨询开双眼皮、垫鼻子等事宜。这让许多家长和医生感到担忧。

佳佳（化名）才上初二，

一年多前看了《奔跑吧兄弟》，

从此女演员Angela-baby（杨颖）

成了她心中的女神。不仅追看

Angelababy参演的影视剧，还缠

着妈妈给自己买了女神代言的手

机。对于女儿的追星，妈妈陈

女士一开始也没放在心上，直

到有一天佳佳无意中说起，想

要把自己的眼睛整成Angelaba-

baby那样的大双眼皮。

“我当时听着就觉得不对

劲儿。”陈女士坦言，作为“80

后”，自己小时候也有过喜欢

的女明星，可那时候只是欣赏，

从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容貌。

打那以后，陈女士注意到，原

来，佳佳想整成自己女神的想

法并非嘴上说说。前不久，拿

了压岁钱的佳佳，自己买了双

眼皮贴，在家打扮起来，“她

在房间里折腾了半天，出来后

问我像不像 Angela-baby”。最

让陈女士发愁的是，她发现

佳佳有好几次都在网上搜索美

容整形的信息。

事实上，还有很多家长有

着与陈女士类似的担忧。记者

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家

长发起了“女儿执意想整容怎

么办”的话题，话题下跟了有

近千条讨论。

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

在成人眼里整容还是“潮人”

专属，而在孩子看来，却变得

不再那么“大惊小怪”。

“我妈妈过年前文了眉毛，

阿姨去年还去韩国开了双眼

皮。”与小学六年级的小东（化

名）聊起微整形，他并不觉

得陌生，“开双眼皮、垫鼻子、

打瘦脸针都有听说过。”他甚

至还反问记者：“为什么明星

可以整容，普通人就不可以？”

小东一边玩着 IPAD，一边告

诉记者，他觉得阿姨开了双眼

皮过后，确实比以前更漂亮，

“眼睛变得有神了”。他还神神

秘秘地表示，不会介意自己以

后的女朋友“动过脸”，开双

眼皮、垫鼻子或是打瘦脸针都

没问题。

资讯 >>

大学生消费调查：在校生月均消费1212 元

孩子想整成“baby眼”，
家长准还是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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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医学会整形烧伤美容

分会委员、苏州大学附二院整

形外科专家余道江反映，每年

寒暑假，都是微整形的高峰期。

从业已超过 15 年的苏州市立医

院本部整形外科主任赵斌也表

示，最近五年内，到医院咨询

微整形的学生越来越多。其中

不乏初中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

生，在家长陪同下来咨询相关

事宜的。

“据我们了解下来，这些孩

子多数是自己想要寻求外貌的

改变，而且咨询交流的时候，他

们对哪些部位不满和具体需求

还似乎很明确，态度非常热情。

爸妈则主要是依着小孩意愿，

被动地陪同而来。”

余道江告诉记者，相对而言，

父母比孩子更为理性，会向医生

提出“别变得太夸张”的诉求。

大多家长也会尊重医生的建议，

劝说孩子等其成年，外貌和心

理都成熟、定型以后再作考虑。

“也遇到过个别不太理性的家

庭，因为孩子年龄太小，也不

存在医疗整形的必要，我们建

议再想想，他们就带着孩子转

到其他美容整形医院去了……”

采访中，两位整形专家均明

确指出，他们不提倡未发育成熟

的孩子做美容整形手术。

“如果确诊为特殊病理情

况，有医疗整形的必要，则另当

别论，但也须经其法定监护人

签字同意。”余道江表示，手术

前，他们会向未成年人及其法

定监护人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

症、禁忌症、医疗风险等事项，

这是规定流程。

从临床上看，开双眼皮、垫

鼻子、打瘦脸针最受未成年人

欢迎，而这些手术要求手术对

象具备成熟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赵斌笑着告诉记者，“女大

十八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

句话在男生身上也有体现，“很

多孩子可能 13 岁还是单眼皮，

长到18 岁，就变成了双眼皮”。

原因在于，人的眼睛、鼻子成

熟较晚，可能要成年过后才能

定型。而孩子打肉毒杆菌瘦脸，

则不利于面部肌肉收缩，可能会

对正常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另

一方面，做微整形也存在一定风

险，如果手术对象心智不成熟，

可能会无法接受一定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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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美容整形咨询人群低

龄化的现象，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

理学督导吴正言认为，由于青少年

心理状态还不成熟，过于将注意力

集中在外貌方面，而忽视了自身知

识、素质、修养、能力的作用，在

为人处世时一直处于幼稚肤浅的状

态，心理可能得不到成长。

吴正言还告诉记者，临床上

有一种“体相障碍”的心理疾病，

高发人群正是青少年，他本人接

诊的案例不在少数。“他们总是

对自己身体的某部分或某方面

耿耿于怀，认为变美就能解决

一切烦恼。譬如觉得自己鼻子歪、

眼睛小、太胖等等，但实际上

并没有他们所感觉的那么严重，

甚至有时非常细微。”

他分析，这些孩子或成人对

外形的不满，其实来自于长期以

来形成的自卑感，或是特殊的创

伤性事件摧毁了自信。与其说是

希望改变外貌，更不如说是想要

改变自己自卑的心理特质，获得

那种“光彩照人”的生活。“但这

样的憧憬，无论整容手术本身如

何成功，他们最终依然会陷入失

望。”吴正言说，因为自信和生活

处境的巨大转变，其实是非常复

杂而艰辛的过程。

帮助这些孩子的关键在于，

让他们发现自己内在的价值，吴

正言也建议家长作出正确的引导：

“通过和他们回顾过往的经历，陪

伴他们一起解决烦恼，走出现实

中的困境。”让孩子们切实觉察到

自己所拥有的天赋、能力等内在

素质，这样，他们才不会把“整容”

过度指望成“心灵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