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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琂

  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从古

代的“车同轨、书同文”，到现代工业规模

化生产，都是标准化的生动实践。在司法

鉴定行业亦是如此，标准化建设是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司

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司鉴院”）

主动发挥“国家队”作用，在行业标准化

建设方面走出了一条不凡之路。2020年，

司鉴院因此获得国家标准化领域的最高

荣誉“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

  在第54个世界标准日来临之际，司

鉴院院长舒国华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多年来，司鉴院始终坚持需求

导向、效果导向，持续厚植行业标准化理

念，弘扬标准化精神，提升标准化对司法

鉴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和引领

作用。

推动形成国家标准

  作为全国首家通过实验室认可、检

查机构认可、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以及

国家级实验室、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的国

家“五合一”评审司法鉴定机构，司鉴院

早在2004年就启动了标准化建设工作。

  何谓标准化建设？司鉴院标准化处

副处长何晓丹说：“就是把司法鉴定的一

些通用要求和各专业领域鉴定过程所涉

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基础标准等构

建成系统、完整的司法鉴定标准体系，然

后推广使用。标准化建设不仅是为了方

便自己的工作，更是为了推动行业的发

展，目前我们建立的标准体系在行业内

通行，认可度很高。”

  据了解，司法鉴定标准体系是标准

化工作的顶层设计，对于加强标准与科

技创新、鉴定实践、教育培训以及能力验

证等工作的协同发展、发挥标准的规范

和引领作用，统筹推进司法鉴定行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系建设也为

行业后续标准的制定规划了方向。

  2010年至2018年期间，司鉴院先后完

成了上海市标准化试点、上海市标准化

示范、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和国家级标准

化示范的全过程建设，其示范点建设为

司法鉴定行业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

示范路径。

提供行业技术指引

  司鉴院为司法鉴定行业提供的“标准”不胜枚举。记者了解到，

司鉴院的司法鉴定标准制定、修改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6

年，司鉴院牵头制定《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试行）》，由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并于1990年正式

施行。

  之后，司鉴院作为主要参与单位参与制定了《人体损伤程度鉴

定标准》《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两项标准先后于2013年、2016年

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2018年，

司鉴院牵头制定的《亲权鉴定技术规范》等11项国家标准获国家标

准委批准颁布；2021年，牵头申报的《生物学全同胞关系鉴定技术

规范》等5项国家标准获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2022年，牵头申报的

《法医学个体识别技术规范》获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

  38年来，由司鉴院牵头完成的各级各类司法鉴定标准和技术

规范达200余项。“各个研究室的业务工作原本就非常繁重，有时甚

至‘超负荷’，但他们还是将标准化建设作为自己分内任务全力推

进。作为司法部直属单位，司鉴院有义务为提高行业的能力水平、

规范鉴定行为、促进行业发展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指引。”何晓丹说。

  在司鉴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室，该室副主任马栋向记者

讲述了一起“水中大熊猫”鉴定案。

  当时，上海市崇明区渔民偷捕了一条怪鱼，办案机关怀疑是中

华鲟，遂送至司鉴院鉴定。如鉴定属实，犯罪嫌疑人最高可被处以

10年以上有期徒刑。马栋说：“当时动植物种属鉴定刚被正式列入

司法鉴定领域，我们也第一次经办，通过与中华鲟国家标准比对

后，我们又首次运用DNA技术对中华鲟进行种类确认。尽管中华

鲟的DNA序列已有数据库共享，但其‘近亲’鲟鱼就有20多种，选

择哪些基因序列作为目标参照是一个全新领域。好在我们攻克了

多项技术难关后最终获得成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年来的标

准化建设。”

  司鉴院多年前已经布局非人源DNA鉴定，先后完成了相关项

目的科学研究、技术攻关、设备配置，还建立了非人源DNA鉴定实

验室。从2020年开始，司鉴院首次把“非人源DNA鉴定”列入法医物

证鉴定的常规业务范围。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以科学捍卫公正”，是司鉴院的院训，也是他们坚守的初心。

近年来，司鉴院经手了不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杀妻冰柜

藏尸”案、“水中大熊猫”案、“山东刺杀辱母者”案中案等。每一起案

件的鉴定都有各自的技术要求，标准化建设为他们锚定了维护公

平正义的初心使命。

  近年来，司鉴院获得国家级项目30余项，作为牵头单位获得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1项次，参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其中

“毛发中痕量精神活性物质的鉴定及评价技术”和“复杂亲缘关

系鉴定关键技术研发及其应用”分别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文件鉴定标准的研制”等5项科技成果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交通伤致伤行为方式鉴定及损伤数字化构模研究”等4

项成果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人体生物样本尿液中毒品

检测标准方法”等2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听力障碍的法

医学评定”，“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等项目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标

准化优秀技术成果奖……

  2022年，司鉴院获批建设上海市标准化创新中心；同年，该院

获得首届上海市标准化创新贡献奖、上海市普陀区政府质量奖等

荣誉。

  司鉴院还将技术进行行业共享，为行业内近千家鉴定机构搭

建学习和交流平台。该院开展的普及标准化专业知识等工作，培训

范围涵盖全国20多个省份，每年培训超过2000人。还依托全国司法

鉴定能力验证提供者平台，对全国鉴定机构实施集中测评，每年参

加的机构超过2700家，项目超过15000次……

  舒国华说，标准化建设要树立大历史观，要善于从变化和发展

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内在规律、提出战略部署，增强标准建设的

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接下来，他们将继续秉持“需求导向、科技

引领、实践验证、行业共享”理念，矢志不渝地走好标准化之路，用

标准引领科技创新，以科学捍卫公正。

以﹃
国
家
队
﹄推
动
行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司
法
鉴
定
科
学
研
究
院
标
准
化
建
设
走
出
不
凡
路

理发店都在卖的干细胞注射靠谱吗？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实习生 郑 婷

  近段时间，杨霞的日子过得很漫长，她在等待

一场诉讼的结果，被告方是一家医疗美容机构。

  半年前，爱美的杨霞被该医疗美容机构说动，

决定尝试对方推荐的干细胞填充美容手术项目。双

方签订医疗美容服务协议，约定在杨霞的额头、太

阳穴、法令纹、泪沟、胸部等处实施干细胞填充术，

总价款5.6万元。协议签订后，该医疗美容机构为杨

霞实施了手术。

  术后，她发现没有达到医疗美容机构宣传的效

果，于是前去交涉。对方提出的补救方案是再做一

次手术。杨霞难以接受，向有关部门投诉后得知，这

家医疗美容机构没有将实施干细胞填充技术上报

许可或备案，即不具备采取相应手术的资质。于是，

杨霞提起了诉讼。

  所谓干细胞，即具有自我复制、多向分化和归

巢潜能的原始细胞，其不仅存在于胚胎，还存在于

成人体内，可以从脐血、脐带、骨髓等组织中分离

出来。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线上线下均有

不少商家在推销“干细胞抗衰老”“细胞激活”“细胞

美容”项目，宣称疗效从美容、抗衰、壮阳到改善免

疫功能、抗癌、恢复月经，无所不包，有商家甚至宣

传“干细胞，让你从50岁重返30岁”。

  多名业内人士受访时说，目前，干细胞技术在

医学领域大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而在卫生健康部

门备案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并不包含美容、抗衰。因

此，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范，有关主体发布的广告

宣扬干细胞疗法抗衰、抗癌、美容等内容的，均为虚

假违法广告；无论是否医疗机构，采用干细胞疗法

从事抗衰、抗癌、美容等治疗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干细胞产品正热卖

宣称无任何副作用

  “医疗美容机构将干细胞的好处说得天花乱

坠，但竟然没有做这种手术的资质，这难道不是消

费欺诈吗？”回忆这段经历时，杨霞仍愤愤不平。她

将这家医疗美容机构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杨霞所做的干细胞项目，如今在美容抗衰市场

颇受欢迎。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干细胞”作为关键词搜

索发现，“干细胞面膜”“干细胞培养液”“干细胞精

华”“苹果干细胞”“银座干细胞水”等一系列关联词

映入眼帘。这些实际上都是涂抹形的化妆品。以“干

细胞精华”为例，有保湿抗衰、提亮肤色的苹果干细

胞精华，有再生发际线的干细胞蛋白液，还有改善

皮肤胶原蛋白的干细胞肽玻尿酸精华等，相关产品

每盒价格为100元至300元不等。

  在“细胞注射”关键词条下，提供“干细胞填充

法令纹、泪沟、太阳穴、脸颊凹陷、修复川字纹”“胶

原蛋白干细胞填充泪沟”“干细胞填充”等项目的商

家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相关产品价格为每瓶40元至

600元不等。

  记者浏览多家店铺的干细胞产品发现，其商品

详情页面只展示了产品的用途、买家使用效果对比

图，均未提供产品成分、生产厂家等相关信息。当记

者询问产品成分时，有商家称包括肽类、天然胶原

蛋白，有商家称含有生长因子。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干细胞疗法”一词，可以看

到多家主营干细胞产品的公司。其中一家“××细胞

生物科技”公司在其主页介绍称，“细胞品质严筛

选”“细胞安全严把控”“细胞质量严要求”。据客服

人员介绍，该公司有针对女性“抗衰”的干细胞产品

和项目，可提供“一站式”“定制式”一对一解决方

案，一套综合解决方案大概需要花费20万元，做完

可以淡化细纹色斑、提拉紧致肌肤、提亮肤色，“没

有任何副作用”。

  除了线上充斥干细胞相关信息外，线下也有不

少美容美发店、医疗美容机构在宣传其疗效，注射

价格不菲。

  “最近店里的干细胞项目卖得可火爆了，主打

抗衰，还可以美白亮肤淡斑。”记者近日走访北京

市朝阳区某医疗美容机构时，工作人员一直在推

销店里的干细胞产品，“抗衰老干细胞每年可以做

一两次，如果你体质好代谢功能强，一年可以做两

三次。”

  对方称，随着年龄增长，人的皮肤表面会出现

胶原蛋白丢失现象，为了减少皱纹，可以通过干细

胞实现年轻化，“术后效果非常好”。

  记者在线下走访时注意到，甚至有理发店也在

宣传推销干细胞注射项目。“你最近看起来气色不

太好，身体有点虚，可以试试注射干细胞，对缓解亚

健康很有帮助。”北京市朝阳区某美容美发店一位

理发师推荐道。

没有行业定价标准

从几万元到百万元

  “干细胞销售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借助实验

室背书，二是通过代理商、医美机构销售，还有一种

是与医院合作。”浙江某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许女

士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多名代理得知，目前市面上流行的间

充质干细胞回输项目收费多在5万元至10万元不

等，价格稍低的自体免疫细胞回输项目收费则在4

万元至9万元，最贵的胚胎组织干细胞回输项目收

费高达数十万元。

  来自湖南长沙的代理杜琳告诉记者，胚胎组织

干细胞是从8周至12周流产胚胎组织取出，注射进

入人体后没有排异反应。50岁左右的消费者通常适

用于三四十万元的套餐，年龄越大价格越高，最高

的需要花费百万元。

  不同代理之间报价差距很大。有代理介绍，如

果一次性选择5个疗程的自体免疫细胞，优惠价格

是一个疗程2万元；而自体免疫细胞回输，一位客户

一年只需要做两个疗程，一个疗程14.4万元。

  “代理的拿货价一般是市场指导价的5折甚至

更低，即使按七八折卖出去也能赚不少。”杜琳说。

  有业内人士认为，正因为如此，市场上干细胞

项目的价格五花八门，定价也没有统一标准。

  山西太原人丁涛在当地一家美容院注射过干

细胞，他接触的干细胞产品成本价在每瓶40元至50

元，最贵不超过每瓶100元，“然而医美机构在售卖

时，这些产品通常会被卖至每瓶上万元”。此外，干

细胞产品每一次注射都会额外收费。

  “市场上的干细胞产品太多，价格也不一样，几

万元一针、十几万元一针、上百万元一针的都有。”

许女士说，干细胞领域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

定价标准，不同的公司或实验室根据其自身的实力

以及服务标准，制定不同的价格。

  她曾接触过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给客户配置的

方案都是百万元起步，“他们整体的招商体系、服务

体系、配套体系都已非常完善，因此价格非常高”。

多为噱头效果甚微

反而存在风险隐患

  交纳了高昂费用后，回输的干细胞究竟有没

有用？

  记者采访多名注射过干细胞的消费者，有人感

觉自己的体能和状态得到了改善，但更多人吐槽

“钱打了水漂”，认为宣传多为噱头，不仅效果甚微，

反而存在风险隐患。

  来自湖北武汉的汪女士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

一位从事干细胞研究的人员，对方从汪女士体内提

取自体免疫细胞培养后再回输进入其体内。注射一

段时间后，汪女士感觉效果并不像其宣传的那样，

“身体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没有副作用”。

  但受访者中，有6人提出注射干细胞后或多或

少出现身体不适，甚至有人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在湖南长沙工作的吴女士在社交平台上认识

了一位从事微整形工作的王女士，两人交谈甚欢。

王女士给她做了一次面诊，结果显示其脸部凹陷，

因此前注射玻尿酸所致，而注射干细胞产品不会有

此副作用。吴女士心动后接受了干细胞注射，结果

脸部出现红肿和硬块，不得不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正在安徽读大学的张女士也因为注射干细胞

出现了副作用。此前，她偶然认识了一家整形医院

的老板，对方向其推荐了干细胞和胶原蛋白并称可

以将相关药物带出医院注射，“若是在医院内进行

注射，费用非常高，带出医院注射只需要成本价以

及支付相应的手续费即可”。

  张女士同意后被带至酒店进行干细胞注射。注

射完后，她脸部皮肤开始发红、长痘、过敏。注射后

的第三个月，脸部皮肤多处溃烂，不得不前往医院

治疗。注射半年后，她的脸越来越浮肿，“像充气了

一样”。张女士后悔不已。

  “注射干细胞之前需要体检，如果不符合干细

胞的注射标准，不能注射。”许女士说，市面上许多

医美机构打着干细胞名义进行脸部抗衰注射，但很

多干细胞产品没有经过临床试验，不仅消费者难以

判断真假，像她这样的专业人士往往也无法辨别。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按照临床试验，干细胞

注入体内后会被人体免疫系统抵御，也可能被免疫

系统吞噬70%至80%，且可能导致细胞因子风暴，出

现如血管栓塞、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脏器衰竭

等致命风险。并且，干细胞的运输环境需要在零下

30摄氏度左右，储存条件与预解冻、解冻，都需要由

专业人士在一定的环境下操作。

  “正因为技术条件要求严苛，目前还没有哪个

机构能够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上述业内人士指出，

当前市场上，究竟哪种干细胞能被注射到消费者体

内、成活数量多少、定价依据在哪里，医美机构通常

是“看人下菜碟”，即使输入的只是细胞培养液加化

学物质，普通人也无法用肉眼分辨，“有些不良商家

甚至用治疗免疫功能低下的处方药充当自体免疫

干细胞，一剂成本价100多元，却要卖十几万元”。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认为，商家使用在医疗技术上没有得到认

定许可、获得相应审批的产品给消费者进行注射，

可能会侵犯消费者的安全权。商家销售商品或者服

务给消费者，首先需要确保产品符合人身和财产安

全。如果没有经过科学实验认证和有关部门批准的

产品，随便注射进入人体，危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安全，商家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后果。

  “如果使用相关产品出现明显副作用，消费者

要收集好相关支付凭证、发票、协议等证据，到正规

医院做诊疗并保存诊断结果，拿着证据与医美机构

协商，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医美机构

拒绝，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保护协会或者医美机构

的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请求调解解决问题。如果调

解无法解决，可以到法院起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陈音江说。

科普文章揭伪概念

强化监管治理乱象

  实际上，早在2011年，国家有关部委曾联合开展

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规范整顿工作，要求停止没

有经过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等活动。

  2021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一则

《关于加强干细胞广告监管的工作提示》，称宣扬干

细胞疗法抗衰、抗癌、美容等广告均为虚假违法广

告；无论是否医疗机构，采用干细胞疗法从事抗衰、

抗癌、美容等治疗也都是违法行为。同年9月，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网发布科普文章《“干细胞

化妆品”是个伪概念》。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数据显

示，目前已公开47个干细胞临床试验默示许可，适

应症包括阿尔兹海默病、特发性肺纤维化、慢加急

性（亚急性）肝衰竭等，并没有“抗衰老”这一项。

  “干细胞技术兼具药品和医疗技术的双重属

性，具体根据产品性质的不同，有的更偏向药品，有

的则更偏向于医疗技术。”北京大健康法商团队负

责人邓勇教授说，对于企业而言，如果统一按医疗

技术管理，一方面转化收费的审批相对困难，另一

方面必须绑定医疗机构，市场规模有限。因此，企业

通常希望将干细胞技术及其产物界定为药品，一些

企业“两条腿走路”，导致其干细胞产品有被相关部

门定性成非法经营或非法牟利的风险，给企业生

产、经营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针对目前市场上的干细胞美容抗衰乱

象，应该如何进行治理？

  邓勇建议，首先应当明确受监管对象的性质究

竟是药品还是医疗技术，这有利于明确受监管对象

适用的规范，避免监管混乱。建立风险分级制度也

刻不容缓，对高风险产品和低风险产品实施不同的

监管策略，放开对诸如“自体使用”“同种异体使用”

情形的限制以回应医疗需求。

  他提出，还应当注意是否纳入遗传资源管理的

相关范围。干细胞本身属于遗传资源的一部分。目

前，《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管理规定》《人类遗传资源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均称人体干细胞及基因诊疗行

业的医药与医疗研发活动可能不需要再单独取得

采集行政许可，但对于是否“禁止买卖”，是否需要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等仍未明确，这需要监管部

门进一步表态。

  “细胞治疗企业应该承担起研发、生产和销售

安全有效产品的生产主体责任。遵守相关法规和道

德准则，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进行充分的临床试

验，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准确的信息

给患者和医疗专业人员。”邓勇说，同时应当加强科

普宣传，为公众提供准确、科学的信息，减少不安

全、欺诈性的干细胞治疗，引导患者作出理智决策。

  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陈音江建议，生

物科技公司、医美机构要诚信守法经营，为消费者

提供质量有保障的产品和服务，确保产品和服务符

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一最基本要求。同时也要

客观真实地向消费者介绍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不能

进行虚假、夸大宣传从而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有关监管部门要对医美机构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美容不成反毁容’，医美服务可能产生的危害

性较大，直接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监管部门

要将相关机构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日常监管力

度，采取先进的监管手段和方式。如果发现违法行

为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依法进行严厉查处

并向社会曝光，让相关的医美机构承担后果，从而

形成一种有力的震慑，减少侥幸心理。”陈音江说。

（文中杨霞、杜琳为化名）  

漫画/高岳  

  ● 市场上干细胞项目的

价格五花八门，定价也没有统

一标准。一些干细胞产品成本

价在每瓶40元至50元，然而有

医美机构在售卖时，标价每瓶

上万元

  ● 因为技术条件要求苛

刻，目前还没有哪个机构能够

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究竟哪种

细胞能被注射到消费者体内、

成活数量多少、定价依据在哪

里，医疗机构通常是“看人下

菜碟”

  ● 干细胞技术兼具药品

和医疗技术的双重属性，具体

根据产品性质的不同，有的更

偏向药品，有的则更偏向于医

疗技术。应当明确受监管对象

的性质，强化监管，治理乱象

干细胞美容抗衰乱象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