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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孙天骄

  “您看我家孙子需要扩弓吗？”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执业的牙科医生周晓近

日收到这样一份问诊，咨询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

奶奶。对此他很是诧异：“扩弓是专业的牙科名

词。在肉红色的牙床上，牙齿沿着牙槽骨依次排

列成弓形，叫牙弓；扩弓就是把牙弓扩大，让上面

的牙齿都有舒服的位置。老人竟然知道这样一个

专业词汇。”

  周晓对来就诊的小朋友进行详细检查后表

示：他并不属于扩弓的适应证。

  老人为什么想给孙子扩弓？周晓询问后得知，

她经常刷到一些儿童急需矫正牙齿的“科普”视

频，内心比较焦虑，之前已经去过两个私立口腔机

构就诊，均被告知孩子需要立即进行扩弓治疗；接

孩子放学时，家长们也总围在一起说儿童矫牙需

要扩弓的事情。

  “这不是个案。”周晓说，他的很多同行都遇到

过类似盲目寻求扩弓的情况。在他看来，这是一种

过度医疗行为，亟须“刹车”，因为对孩子来说，滥

扩弓带来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滥扩弓已经

成为目前牙齿矫正低龄化的一个缩影。一些商家

将眼光投向低龄儿童口腔市场，在一些城市，儿童

口腔连锁诊所随处可见。在这些儿童口腔诊所中，

低龄矫治靡然成风，甚至有诊所建议1岁半的儿童

佩戴牙套，他们宣称“牙颌畸形越早治疗，花费的

时间和金钱成本越低，长大后基本不复发”。

  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指出，牙齿矫正属于医疗

行为，必须严格遵循医疗标准和规范，遵守科学治

疗原则。相比于儿童牙齿矫正，更应当“矫正”的是

家长对孩子的“牙齿问题焦虑”。建议加强科普的同

时，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儿童整牙市场存

在的夸张和虚假宣传、滥用牙齿矫正等乱象。

诊所推荐整牙

报价万元起步

  今年5月初，北京市民闻女士发现自己7岁儿

子的下牙松动但一直不掉，于是带着儿子来到家

附近一家私立口腔机构拔牙。拔完牙后，医生“不

经意间”提起，孩子的牙看上去有点不整齐，有地

包天的趋势。

  闻女士一听就急了，忙问医生怎么办？给孩子

拔牙的医生叫来整形科医生，对方撑开孩子的嘴

观察后问她：“孩子小时候喝奶是怎么喝的？”

  闻女士回答：“躺着喝。”“这就对了。”整形科

医生进一步介绍，躺着喝奶会影响孩子的牙齿发

育，因为有外力往下压，孩子会比较吃力。孩子的

牙现在排列不整齐，换完牙后可能也有不整齐的

风险，建议立刻戴上牙套，趁早干预，“趁孩子现在

还小，投入小收益大。等孩子长大了，可能就投入

大收益小了”。

  接着，整形科医生给出治疗方案：用牙模脱模

制作牙套，佩戴两年至三年。模具都是3D打印的，

定期复查，如果牙坏了或者掉牙了，再配新的牙

套。“好多家长都为孩子选了进口的隐形牙套，有

的比你儿子年纪还小不少，戴几个月就有明显效

果了。”

  至于价格，医生建议选择隐形可摘卸的牙套，

有进口的和国内的材质，整个疗程价格在两万元

至4万元不等，也可以选择钢丝牙套，但“不建议，

效果不好，还影响小朋友颜值”。

  上述医生还提示，孩子换完牙后矫正效果能

否持续无法确定，有的一直保持下去了，有的复发

了还得再来做矫正。

  “花几万元还可能复发？还没换完牙有必要整

牙吗？”闻女士越想越觉得不靠谱，拒绝了该医生

的提议，带着孩子去某三甲医院做检查。

  “三甲医院的牙科主任告诉我，儿童在8岁

至10岁时，上颌骨发育最活跃，是做前方牵引治

疗骨性反颌的最佳时机，此时矫正事半功倍，做

早了效果不理想。”闻女士说，最关键的是，上述

矫正还是针对存在骨性问题的儿童，“我儿子只

是牙齿排列不齐，12岁之后再进行相应的矫正

就行”。

  相较于闻女士的及时“刹车”，上海市民张女士

非常后悔带自己的孩子去整牙。去年年底，她两岁半

的女儿因为个别牙齿反颌，被某诊疗机构建议安装

隐形矫正器，每天佩戴时间要满12个小时。

  “隐形矫正包括取模、制作矫治器、佩戴矫治

器等步骤，取模通常需要利用专属材料覆盖牙齿，

硬化后将牙齿模具取下。孩子话还听不明白呢，怎

么可能乖乖地让那么一个大仪器在嘴里‘杵’，一

个劲儿地号啕大哭，取模也就失败了。”令张女士

“心碎”的是，这次取模经历给孩子留下了阴影，到

现在刷牙都是问题，因为“孩子特别抗拒有东西在

牙齿上动，已经半年多了”。

  张女士注意到，在她所在的与矫正牙齿相关

的交流群内，家长给3岁左右的孩子做矫正不是什

么新鲜事，“有的家长给3岁半的孩子做矫正，还被

群友说‘太晚了’”。

  记者咨询北京多家儿童口腔诊所发现，根据

年龄段和矫正方式，幼童矫治疗程报价从1万元

至4万元不等。咨询过程中，一名自称医生助理的

人士介绍，如果父母有反颌的情况，儿童也会遗

传，“第一个治疗周期最好是3岁至5岁，可以防止

面型发生变化”。对于遗传性反颌，其建议在6岁

至8岁和12岁至17岁进行两个周期的治疗，“可改

善面型”。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儿童牙套”，发现有

数百个相关商品推荐，“食品级硅胶牙套”每副300

元至800元不等，称“无需拔牙就能扩展牙弓或改

变牙列”，可矫正龅牙、地包天、牙列不齐等各种

症状。

  而根据周晓的介绍，硅胶牙套学名MRC，全称

是儿童肌功能早期矫正器，它的临床适应症是比

较狭窄的。现在许多儿童被诊所建议或父母自行

购买佩戴硅胶牙套，最后结果可能是过度医疗或

不对症治疗。

  对于市面上大量存在的鼓励幼儿进行牙齿矫

正现象，周晓很是震惊，他认为一些儿童口腔诊所

夸大幼儿状况，贩卖焦虑，当成功把牙套戴在孩子

嘴里后，如果复发，就会推卸责任说是因为孩子太

小，家长没有管理好导致的。

刻意制造焦虑

致矫正低龄化

  “口腔下颌体和下颌升支发育差，都比较短，

面型呈嘴图状，建议进行干预，从而使其呈现正常

状态……”这是天津市民王女士近日带9岁女儿前

往天津市河东区某私立口腔医院进行面诊后的

结果。

  对于王女士“会不会在换牙完全结束后出现

‘反弹’”的问题，医生解释说，儿童早期矫正的意

义在于，降低拔牙比率以及恒牙矫正难度。

  听到三四万元的矫正价格，王女士“头皮一

紧”。得知她是因为价格“望而却步”，医生立刻板

起脸来教育她：“你现在可以不治，但你以后花几

十万元都治不好，容貌问题可是要伴随孩子一辈

子的，身为合格的家长应该好好考虑。”

  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是否为孩子整牙似

乎成了衡量“合格父母”的指标。

  因此被指责的还有广东珠海的隋女士。

  女儿马上7岁了，正在换牙期，牙齿有点挤，不

太整齐。隋女士带着孩子跑了两家口腔医院，一家

说再观察，等过了8岁以后再检查；另一家说现在

可以做正畸，但要做的话就得接受拔牙。这让她有

些不知所措。

  “有必要这么早矫治，让孩子受罪吗？”隋女士

抱着求教的心态，把这件事发在了一个妈妈社交

群，没想到不少家长强烈建议她尽快为孩子整牙，

还说“我们去医院，医生都是这么跟我说的”“孩子

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吗”“孩子牙齿整齐，对以后

很重要”……甚至有家长“炫耀”，自己在公立医院

明确表示孩子正畸为时过早的情况下，仍通过私

立医院为孩子戴上了整牙器械。

  “儿童正畸千万要趁早”“早做选择，别等孩子

长大后再后悔”“早一步，让孩子颜值赢在起跑线”

“牙齿矫正越早治疗，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

低，效果好、不复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机构

和口腔医生在线上社交平台宣传时或线下问诊

时，刻意制造未成年人“牙齿矫正焦虑”。

  天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张吉霞

告诉记者，3岁左右的孩子看要不要正畸，是为了判

断乳牙列建立咬合后，孩子是否存在错牙合畸形，如

乳前牙的反颌、偏颌或者乳后牙的反颌、不良习惯

（喜欢咬着东西睡觉或总喜欢吃手指）等。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情况是否需要做治疗，

要随时观察，医生通常会建议家长半年到一年左

右带孩子进行定期复查。在替牙期阶段，孩子年龄

较小，配合的依从性差，如果佩戴矫治器，反而会

给孩子增加过多的心理负担。”张吉霞说，现在一

些口腔诊所和个别医生其实是在贩卖焦虑，让家

长觉得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但其实有一些畸形

并不需要治疗。

  在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看来，目前

市面上的商业性儿童口腔机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

商家为了吸引客户，刻意制造焦虑，拿越早矫治越好

的营销话术来误导家长，不仅导致牙齿矫正日益低

龄化，还导致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屡屡出现。

打击虚假文案

制定矫正标准

  受访的牙科医生向记者一再强调，不能过度

地对儿童牙齿进行早期矫正，“通过专业检查后，

需要的做，不需要做的坚决不做”。

  张吉霞说，过早对儿童牙齿进行矫正，佩戴矫

治器的不适感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睡眠和平常的学

习生活；牙弓的变化或肌肉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孩

子整个面型的发展；对孩子正常生长发育也可能

造成不良影响；还会给孩子带来焦虑，导致亲子关

系恶化等。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儿童牙齿矫正问

题，有这样的健康素养意识非常好，但矫正不是越

早越好。”中日友好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北京

大学口腔正畸学教授徐宝华说，寻找最佳的时机，

用最短的时间，这样的矫正才是最科学与人性化

的。比如对于骨性反颌，尤其是面中部凹陷、上颌

骨发育不足儿童，建议8岁至10岁开始治疗。

  也有医生认为，对于不良习惯以及发育性畸

形，如小下巴、面部左右不对称、严重的龅牙和严重

的牙齿拥挤不齐、面部肌肉功能异常，这些均影响面

部骨骼的正常发育和口腔功能，只要孩子配合，越早

矫正效果越好，但一般还是要在3岁之后。

  受访专家建议，医疗机构应该遵循医疗标准

和规范，严格遵守科学治疗原则。行业协会应探索

制定儿童牙齿矫正治疗标准，厘定适合矫治的年

龄段，引导科学合理地开展儿童早期正畸。

  邓利强说，医疗机构应遵循医疗标准和规范，将

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严格遵守科学治疗原则。

对于部分虚假宣传、兜售“牙齿矫正焦虑”、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商家，监管部门应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整顿，

打击一些社交平台发布的虚假文案，督促医疗机构

规范经营，禁止违规操作。可以探索制定儿童牙齿矫

正治疗标准，厘定适合矫治的年龄段，除非特殊情

况，严禁违规实施牙齿矫正治疗手术。

  业内人士还建议，加大对正畸正规医生的培养

力度，提高正畸医生整体素质水准。消费者或家长也

要更新消费观念，意识到牙齿正畸是一种医疗手段，

不是美容行为。唯有消费者、商家、监管者和国家层

面共同发力，才能让牙齿矫正市场平稳运行。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韩 超 韩莹萱

　　“公司后续经营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工

人工资也结清了，谢谢检察官！”近日，正在江

苏省新沂市看守所服刑的拘役罪犯刘某经批

准回家返回监区后，向驻所检察官表示感谢。

　　刘某是某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酒

后滋事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5个月。

因其被关押，公司业务难以开展致使经营困

难，拖欠了员工工资。刘某遂向看守所提出申

请希望能回家处理此事，但一直未获通过。后

驻所检察官核实相关情况后，与看守所、公安

机关共同研判，最终同意了刘某的回家申请。

　　多年来，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检察院与市

公安局通过“检察+公安”双向赋能，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拘役罪犯“回家权”，发

挥回家探亲的激励引导作用，实现维护司法

权威与尊重保障人权有机平衡。

  自2008年至今，新沂市每年平均批准回家

拘役罪犯人数为30人左右，占比10%左右。以

2023年为例，全年留所服刑拘役罪犯共计279

人，批准回家罪犯26人，均全部按时归所，未违

反回家规定，未发生肇事肇祸等情形，归所罪

犯精神状态良好，均更加积极配合教育改造，

实现“回家一人，带动一群，影响一片”的效果。

沟通会商明标准

　　我国刑法第43条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

分子，执行期间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但在

司法实践中很难落实。长期以来，拘役罪犯“回

家权”处于“沉睡”状态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害怕

罪犯回家后脱逃不归；二是担心罪犯回家期间

肇事肇祸；三是无具体细致操作规范，担心在具

体执行操作过程中出现“公权私用”现象。

  为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新沂市检察

院努力推动拘役罪犯“回家权”落实。

  “像刘某一案中，我们综合考虑了其入所

服刑的一贯表现、人身危险、前罪性质、离所

必要性、离所后监管方式等情况，还进行了实

地核查其申请所述情况是否属实，再组织三

方进行研判，最终才能判定是否批准。”新沂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巍介绍。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依法行使法

律赋予的监督职能，落实监管场所司法人文

关怀，2008年以来，新沂市检察院积极与市公

安局协同会商，探索拘役罪犯申请回家的具

体标准以及相关程序。

　　“审批回家一般批准两天，申请时罪犯应

服从管理、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判决刑期已超过一半或判决刑期在四个

月以上的，执行判决刑期满两个月，并需已全部履行生效法律裁判文书确定

的财产性判刑、在本市有共同居住的近亲属及固定住所，另外需要提供有

实际履行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新沂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曹勇说。

　　据介绍，若拘役罪犯回家期间违反相关规定，将视情况给予警告、

训诫、限制看守所内消费、取消之后回家申请资格、禁闭等处罚。对于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情节严重的，移送相应的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对逾期未归的拘役罪犯，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以脱

逃罪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5月，新沂市检察院积极与市公安局会签了《关于落实拘役罪

犯回家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拘役罪犯申请回家的条件、审批

程序、异议处理、监督措施等，将双方多年来落实拘役罪犯“回家权”的

司法实践凝练总结成文，从制度上规范拘役罪犯“回家”工作。

规范协作严程序

　　“检察官，我想回家给我妈办个丧事，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

到……”2023年5月，李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在新沂市看守所

服刑期间，李某的母亲不幸因车祸去世，李某立刻向监管民警提交申

请，希望回家参加葬礼。

　　看守所收到申请后，全面评定审批，并提请驻所检察室进行监督。

驻所检察人员第一时间对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在驻所检察官的建议

下，看守所所长立即召集包括分管副所长、管教民警、内勤等在内的拘

役罪犯申请回家工作专门审核小组，集中讨论评估李某回家申请，驻所

检察官列席参加。

　　“经过综合考量，鉴于王某入所后表现良好、所犯罪行较轻，且其申

请所述情况属实，现综合评估王某回家出现问题的风险较低，拟同意申

请，允许其回家处理丧葬事宜。”在新沂市看守所专题会议上，驻所检察

官依法建议同意李某的回家申请。看守所随后将相关审批材料报新沂

市公安局签批并交检察机关备案。最终，李某顺利返回家中处理丧葬事

宜，并在规定时间内返回继续服刑。

　　落实拘役罪犯“回家权”工作，规范审批监管流程是关键。为此，新

沂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就拘役罪犯如何提出申请、申请后调查核实哪

些情况、需要经过几道手续等方面，在会商沟通后进行了规范，严格进

行程序上的把控。

　　记者了解到，如有罪犯提出申请，首先由其所在监室管教民警对罪

犯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悔改表现等情况进行评定；随后由分管罪犯改

造的副所长及内勤等组成专班对罪犯刑期执行、财产性判项履行、住所

地及保证人条件等进行调查核实；再由看守所所长召集专题会议集体

研究，邀请驻所检察人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综合评估拘役罪犯回家的

风险程度，形成会议记录；最后将审批材料报新沂市公安局签批，并交

检察机关备案，充分确保拘役罪犯回家制度执行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此外，还明确了拘役罪犯保证人条件、出所中归所后监管等，进一

步严格规范审批条件和监管措施，确保拘役罪犯不带“病”出所、不带

“乱”回所。这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拘役罪犯回家程序难通过、回家申请

难批准等问题，严格把控将执法风险和社会危险降至最低。

全程监督守安全

　　“你好王某，麻烦你打开一下定位共享。”罪犯王某因故请假回家期

间，驻所检察官会同看守所干警通过微信视频、共享定位等方式开展云

监督，确保拘役罪犯回家不脱管。

　　为保证拘役罪犯回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味”，新沂市

检察院加强全过程监督，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调看监管平台联网信息、

定期个别谈话等方式加大日常监督力度，并就出所与归所监管、安全保

障措施、开展法治教育等问题与公安机关充分交换意见。

　　记者获悉，新沂市看守所会同驻所检察室在每周教育日，由检察

官、民警定期授课、播放法制栏目视频，增强罪犯法治意识，引导其自觉

守法，并开展驻所检察官现场法律咨询活动，提供面对面法律服务。

  建立拘役罪犯“回家台账”，驻所检察室逐次登记拘役罪犯获批回家

次数、天数、离所归所时间、摘录归所后谈话内容等，全面掌握拘役罪犯回

家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守住该项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执行。

　　目前，在新沂市检察院驻所检察室与新沂市看守所检警协作、协同

共治下，每个月都有一批拘役罪犯被批准回家探视，且都能按时“无病”

返回。同时，这一举动也发挥出回家探亲的激励引导作用，回监后罪犯

们接受改造的意愿明显变得更加强烈，有效促进看守所平安稳定。

拘
役
罪
犯﹃
放
回
家
﹄全
部
按
时
归
来

江
苏
新
沂
检
察
完
善
制
度
激
活
拘
役
罪
犯﹃
回
家
权
﹄

两岁半幼童竟被要求每天戴12小时牙套
记者调查儿童牙齿过早矫正乱象

  ● 在一些城市，儿童口

腔连锁诊所随处可见，低龄

矫治靡然成风，甚至有诊所

建议1岁半的儿童佩戴牙套，

他们宣称“牙颌畸形越早治

疗，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越低，长大后基本不复发”

  ● 过早对儿童牙齿进行

矫正，佩戴矫治器的不适感可

能会影响孩子的睡眠和平常

的学习生活；牙弓的变化或肌

肉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孩子整

个面型的发展；对孩子的正常

生长发育也可能造成不良影

响；还会给孩子带来焦虑，导

致亲子关系恶化等

  ● 医疗机构应该遵循医

疗标准和规范，严格遵守科学

治疗原则。行业协会应探索制

定儿童牙齿矫正治疗标准，厘

定适合矫治的年龄段，引导科

学合理地开展儿童早期正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