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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618购物节”期间，电商平台上家

用美容仪成销售热门。射频、微电流、

光子……各种功效的产品遍地开花。

美容仪到底有用吗？哪些人不推荐使用？

日前，记者采访了国内权威皮肤美容专家、

华山医院皮肤科项蕾红主任医师，听她讲

解皮肤美容的真相。

“我买了四台美容仪，早晨我用光子

的，晚上我用射频，最近我又入手了一台高

端仪器，价格一万多元。”徐小姐对美容仪

情有独钟，她认为坚持使用可以看到一定

的效果，“皮肤变得更紧了”。也有人直言

美容仪是“智商税”，王小姐说，她买的美容

仪号称可以淡化法令纹，认真用，每天用，

一个月了，什么效果也没有。更多人入手

美容仪后，过了“蜜月期”就束之高阁了。

家用美容仪销售火爆，但大家最关心

的还是安全、有效与否。对此，项蕾红表

示，家用美容仪目前属于小家电范畴，只要

选择正规品牌，根据使用说明操作，还是相

对比较安全的。但从科学角度说，长期效

果尚未得到临床验证。

“也许你会看到有些人拍的视频，用完

发现一边脸提升上去了，这种即时效果是

否真的那么明显、是否可以保持，我们持保

留看法。就像洗完澡，你会发现当下的皮

肤很好，水润润的，但过一段时间又打回

原形了。”项蕾红表示，对家用美容仪的效

果最好不要期望值太高，它的作用主要是

保养，跟医院里的仪器是有差距的。最主

要的原因在于，家用仪器能量强度相对较

小，而且参数设置基本都是固定的，不会

像医疗设备那样可以由医生进行个性化

调节。

“需要提醒，家用美容仪使用不要过

度，比如说明书说一周使用两到三次，有的

人为了追求效果，擅自延长时长和频率，每

天使用，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最

近就遇到过不少因美容仪使用过度导致皮

肤发红、发痒、长斑的患者。”项蕾红表示，

不同仪器使用频率、方法都不同。比如射

频类产品需要脸部在干燥状态下使用，如

果脸上有水分，就有可能带来电流，增加灼

伤皮肤的风险。

不同原理的美容仪也并非对所有人都

适用。“有很多人问我，自己是否可以用美

容仪？我认为，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

皮肤是否紧绷，有没有像蚂蚁爬过一样痒

痒的，有没有发红和灼热感。如果有这三

个症状，说明皮肤本身就有问题，最好不

要随便用美容仪。”她说，可以先进行局部

尝试，没有不适再全脸使用；尽量选择知

名品牌，不要盲目相信商家宣传功效；使

用前认真阅读说明书，遇到皮肤疾病应该

尽早就医。

夏季来临，爱美人士对面膜的需求也

随之增长。项蕾红表示：“面膜主要是水溶

性成分，用完后水分难以保持住，所以最好

在敷面膜后及时涂一层乳液。单纯靠面膜

补水是不科学的，而且面膜也不要敷太久，

一般不超过20分钟，更不推荐每天贴。就

像手泡水太久会发白，皮肤过度水合作用

也可能导致屏障功能受损。”

专家表示，平时一定要认真做好清洁、

补水、防晒三道工序。夏季来临，紫外线强

烈，而紫外线是导致皮肤变老的“元凶”。

如果防晒做得不到位，用再贵的护肤品和

美容仪都没用。“做好清洁、补水、防晒，是

性价比最高的护肤程序，也是最有效的方

法。”项蕾红表示，如果在紫外线强烈的地

方，每隔两到三小时要补涂一次防晒霜。

本报记者 左妍

大门缓缓打开，走进几位头戴MR（混合

现实）眼镜的人，看样子像是科幻大片里的

演员。可仔细一想，这儿不是神经外科手术

室吗？

众所周知，神外手术精细程度和复杂性非

同一般，号称“万丈深渊上走钢丝”。如何精准

定位病灶，使手术操作精确、灵活、快速、微创，

从而实现神经功能创伤最小化、手术效果最大

化，这成了当前该领域手术的重点和难点。

近日，记者在上海长海医院观摩了神经外

科陈菊祥主任团队为患者实施的脑深部功能

区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室里，专家“武装到眼

睛”，用上“智能神经束成像系统+MR混合现

实技术”，并结合国际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术显

微镜，底气更足了！

陈菊祥介绍，脑胶质瘤等恶性肿瘤严重危

及患者生命安全，手术是最直接有效的治疗方

法。然而术后患者神经功能障碍风险高，严重

影响生活质量。几十年来，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神经导航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神外手术——

可神经导航技术对设备要求高，并且需要临床

医生在导航屏幕的二维图像和患者之间来回

切换，临床应用产生了诸多不便。

近年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和混合现实（MR）等技术在医疗领域得到初步

应用，特别是MR技术打破了数字虚拟世界与

物理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能实现虚拟成像和

现实环境的交互，从而为临床诊疗过程提供支

持，可以有效实现术中病灶的精准定位。

术前，陈菊祥主任团队通过MR技术准确

“透视”肿瘤，厘清了周围纤维传导束和血管的

三维关系，制定了精准的手术方案。术中，团

队利用数字化手术显微镜，将来自不同系统的

信息层直接添加到显微镜图像上，进一步增强

了术中的可视化。同时，其超快速处理能力可

提供更自然、实时的视觉信息，帮助团队在手

术过程中作出准确决策并及时调整，神经电生

理监测也实时监测着患者的神经功能。术中

肿瘤顺利切除，并保护邻近的重要血管和功能

区。术后患者无神经功能障碍，恢复良好。

“‘智能神经束成像系统+MR混合现实

技术’，有效解决了以往神经外科手术的精

准定位和术中漂移等难点，其精确、灵活、快

速、微创的特点，使得导航、虚拟技术联合显

微镜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从而能实现

‘病变切除最大化，神经功能创伤最小化，病

人恢复最佳化，医疗成本最优化’的目标。”

陈菊祥介绍。 本报记者 郜阳

使用美容仪
并非人人适宜

专家为爱美之人提供三个参考标准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今年7月1日，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四周年。在

2400多万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垃圾分类早已

成为“好习惯”，变成“新时尚”，申城也正在积

极谋划垃圾分类“上海模式”2.0版。这其中，

市民的感受度仍是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

今起至6月16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本报第四

次开展“上海街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市民评

价”，即日起打分通道已开启，市民可关注“新

民晚报”微信公众号，在线为街镇打分。

去年至今，本市垃圾分类经受住了疫情

的考验，分类实效快速恢复，在国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评估中始终保持前列。针对本市打造

“垃圾分类升级版”的目标，此次问卷中增添

了“您觉得要在源头分类环节的哪些方面重

点提升”小调查，邀请市民对洗手、除臭、可回

收物交投、清运时间、车容车貌、宣传引导等

软硬件的提升建言献策。

“上海街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市民评价”

首次被引入本市垃圾分类实效考评是在2021

年6月，市民打分结果与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市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干部职工

（含建交系统）、市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员

等一同组成“社会评价”，更多“人民感受”被

纳入考评中。

同年11月，第二次市民评价网上调查开

展，全市约14.32万市民参与，93%以上的市

民对垃圾分类给出“五星好评”，98%以上市

民对垃圾分类工作表示满意。

2022年11月，打分通道第三次开启，全市

约有10.98万人次参与，超过95%的居民认为垃

圾分类保持了良好态势，给予了“五星好评”。

垃圾分类“市民评价”再次上线
居民可关注“新民晚报”微信公众号，在线为街镇打分

■“武装到眼睛”的医生为患者行脑肿瘤切除术 采访对象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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