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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制造容貌焦虑边发布诱导性广告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400-102-0026
苏和堂周年庆虫草38元/克

江苏仪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五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锡
绿海园艺有限公司、无锡亿宁绿地建设有限公司四家单位于2014-
2016年之间参与了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政府江溪街道办事处的投标，
投标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因没有投标单位的联系方式，也查不到公司
地址和联系人，暂未退还。请四家单位看到公告后与无锡市新吴区
人民政府江溪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科周晓静联系办理退保证金事
宜，电话号码82110033。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政府江溪街道办事处

2022年8月2日

公 告

●遗失无锡市亿玛特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财务章、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遗失无锡百胜百科技有限公
司原公章、原财务章、原法人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魏婷婷 WUXP5286 执业证号
02000232020580002017005540废

●危重庆家属遗失烈士证，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顺通装饰装潢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 遗 失 苏 BQ2397 锡
320206000337道路运输证作废
●遗失道路运输证正本：苏 B
N9671，锡06329904，声明作废
●无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监督局遗失江苏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四份（票据号码
15580859-15580862），声明作废

82767591广告热线
地址：新鼎球大厦1518室

经过前期拔牙、制作模型、
确定方案，张晓棠拿到了隐形
牙套。按照她的矫正方案，需
要更换50副牙套，为期将近一
年，价格2万元。

沈阳市于洪区一家小型口
腔诊所经营者赵明晗告诉记
者，牙齿正畸周期较长，牙医需
要检查、确诊、测数据、出方案、
治疗、定期复查，因此7天快速
整牙并不现实，“需要少则几个

月，多则一年以上。”
赵明晗表示，从价格看，目

前市面上的牙套分为钢丝牙套
和隐形牙套，钢丝牙套价格在
1万元-3万元，隐形牙套国产
品牌要2万元-3万元，进口品
牌4万元-5万元，这些费用几
乎一半流向材料供应商，一半
用来聘用专业医师。

“一些商家声称低价整牙，
目的是先引流，成为客户后再

通过各种隐形消费实现加价。”
赵明晗说，此外，从业人员资质
也是该行业值得关注的问题。

“消费者对口腔等改善型
医疗有需求是正常的，但是在
商家广告诱导下，目前的正畸
市场存在过度医疗情况。”王
继荣说，儿童过早矫正会影响
乳牙发育和恒牙替换，青少年
会导致牙松动、牙神经坏死、
骨开窗开裂等不可逆损伤。

牙齿矫正有“公益补贴”？套路！
消费者应避免“低价吸引”

隐形牙套免费试

戴、7天公益补贴快速

整牙……进入7月，整

牙广告多了起来，“牙

套青年”也渐渐多了起

来。

去 年 发 布 的

《2020 中国口腔医疗

行业报告》显示，2011

年至 2019年，中国口

腔医疗服务行业复合

年均增长率约为16%，

正畸和种植牙规模最

大、增长最快。但是，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抱着整容的目的矫正

牙齿，爆发式增长的市

场中夹杂着哪些值得

关注的忽悠和陷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
于潜在需求者多且牙齿矫正
价格不菲，一些商家一面夸大
正畸效果或制造容貌焦虑，一
面打出“免费试戴”“公益补
贴”的幌子，吸引消费者。但
是动辄成千上万元的牙齿矫
正项目，真能便宜卖吗，试戴
意义何在？

记者尝试联系了一家声称
“招募100名牙齿不齐者，免费
试戴隐形牙套”的正畸机构，但

对方告知，“隐形牙套并非完全
免费，后续出方案后，要在指定
金融机构分期支付费用。”另一
家声称“7天快速整牙”的商家
告诉记者，公益组织承担了大
部分矫正费用，消费者只需支
付一小部分。记者进一步追问
消费者需具体支付多少，对方
称，“3000元-6000元”。

沈阳某专科三级医院正畸
科主任医师王继荣指出，对于
有牙齿矫正需求的人群来说，

隐形牙套试戴几乎没有任何意
义，牙套设计需要针对不同的
牙齿矫正需求，并不能通用。

“此外，一般的牙齿矫正费
用为6000元-3万元，商家以公
益补贴作为宣传，可信度不
高。”王继荣说，牙齿美容不是
兜底保障类项目，少有公益组
织提供援助。他还表示，分期
支付针对的是没有收入的青年
学生，本质是诱导消费，还有部
分广告其实是变相的网贷。

针对目前正畸行业存在的
乱象，王继荣表示，从长远来
看，应该引导和培养更多的正
畸科医生，同时加大科研投入，
研发更多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
的“牙套”，降低行业材料成本，
让真正有需求的人能消费得
起。另一方面，应该加强行业
自律以及市场监管。

去年8月1日，中华口腔医
学会发布关于坚决抵制口腔医
疗美容乱象的声明，表示成立
口腔医疗美容相关组织，对造
成口腔医疗美容乱象的潜在因

素加强行业监督。今年3月，国
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2022
年度全国民营医院专项巡查行
动的通知》，要求自2022年3月
起，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
民营医院专项巡查行动，引导
医院端正办医理念、规范执业
行为，严厉打击漠视和损害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
为。

赵明晗认为，监管部门应
当督促医美机构规范经营，禁
止违规操作，对于虚假宣传、
贩卖“牙齿矫正焦虑”的商

家，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整顿，
同时打击社交媒体上的虚假
文案。此外，还应该探索制定
牙齿矫正治疗标准，敲定适合
矫治的年龄段，除非特殊情
况，严禁过早实施牙齿矫正手
术。

王继荣提醒说，牙齿矫正
是医疗行为，不是美容行为，消
费者避免自行网购牙套，应该在
正规口腔医院检查和矫正。“消
费者、经营者和监管者共同努
力，才能给口腔正畸行业‘正
畸’。” （工人日报）

矫正不当会导致牙齿松动等不可逆损伤

牙齿矫正是医疗行为而非美容行为

多地学校使用智能纸笔
“监控”学生作业书写？

日前，一名海南的网友发帖称，老师给全
班同学发放了一支“点阵笔”，有特殊的笔芯，
笔头旁边的摄像头能捕捉特殊纸张的笔记，
将笔记实时传导，学生什么时候写，写了什
么，老师那里都会收到通知，暑假作业必须用
这个“笔”来写。网友在帖内写上“被监视了”

“失去了快乐的暑假了”等字样，并表示不能
在暑假“最后一天创造奇迹了”。

这名网友的帖子被广泛传播，引起了大
众对“智能纸笔”的讨论。

记者注意到，这类能将写在纸上的信息
实时传导到电子产品上的“点阵笔”，也称之
为“马良笔”、“智能纸笔”或者“智能笔”，在上
海、云南等国内多个省市都有中小学使用。
一些智能纸笔商家宣传资料中，提到这是为
响应国家“双减”政策，助力教育数字化升级，

“在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指导下”推出的相
关产品。有的智能笔需要专门的替换芯和专
用的纸张，有的则可以在普通的纸张上书写。

一名点阵笔卖家表示，其公司所售点阵
笔不单独售卖给个人，只针对班级及以上的
群体进行售卖，按学期收费。记者了解到，全
国各地多所中小学有学生使用智能纸笔，按
照生产厂商宣传内容，智能纸笔可以提高课
堂练习效率，也有学生认为因此遭受“监视”，
且智能纸笔使用率并不高。

从事教师教育多年的高校教育学专家张
教授(化名)表示，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对
于科学技术，也应该用正确的方式使用它。
如果仅仅把这种笔作为收集错题的方式，那
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把它用作“监控”学生
的工具，未必是一种科学的做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智能纸笔作为新的技术工具，如何使用是
关键问题，他认为可以进行尝试。当然，在使
用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相应的评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
研究中心主任许可教授向记者表示，依照《个
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的信息属于敏感个
人信息，采集敏感个人信息需要充分性必要
和履行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

许可教授提到，这同时还涉及到未成年人
监护人同意的问题，必须单独明确告知监护人
使用智能纸笔带来的风险。只有在征得学生
监护人明确的同意、证明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才能构成使用智能纸笔收集个人信息的条
件。许可教授表示，“显然智能纸笔没有充分
必要性，如果智能纸笔还配备有摄像头，那对
学生的信息的收集更不必要。” （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