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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抹“鞋油”为牙托增亮

假牙成本几十元卖 6 0 0 0 元

黑加工厂使用家具、鞋类护理用品清洁产品，回收金属残料“以旧制新”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10 年对

外发布的数据称， 我国 55 岁以

上人群中，26%为活动义齿（假

牙）佩戴者。

义齿属于医疗器械，因为要

植入患者口腔中，原本应精密生

产、严格消毒。

近日，记者获得线索，北京

通州区一家义齿生产厂家生产

存在不规范行为。从该厂生产出

的义齿，被销往至少十几家中小

型医院及牙科诊所。一颗成本几

十元的假牙，以百余元卖入医疗

机构后，对患者的报价高达数千

元， 最高标价是该厂出厂价的

60 倍。

精佳艺的厂房西侧一间低矮平房， 六七

平方米大小，屋内摆放着喷砂机、喷火枪等设

备，桌上放着数十个钢头。

“这些钢头都是以前铸造钢托剩下的边

角料。 ”于飞说，纯钢经高温煅烧，将熔化的钢

水倒进模型，完成烧圈，金属圈尾部的钢头没

有用，锯下来后重新熔化，再铸成圈，可以重

新做牙托和金属内冠。

于飞说，一公斤纯钢价格约 200 元，铸钢

托不过 30 个，但钢头回收再利用，这一公斤

钢就能铸 100 个钢托。 他透露，厂里钛合金、

钢牙等金属残料都能再回收利用。

“再利用的钢头本来就氧化过，加上烧制工

艺不过关，肯定有杂质。 ”于飞说，因纯度下降，

金属牙会出现小孔，俗称“沙眼”，“沙眼会让钢托

不好看，沙眼不多就不用修补，医生在患者那儿

也能蒙混过关。 ”

车金部一名技工说， 废旧钢头掺入纯钢

中，生产的牙托和牙圈容易生锈，假牙寿命一

般是三至五年，这样不过用两年左右。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从事定制式义齿生

产的企业， 须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

证》和 《医疗器械注册证》。

数天暗访中， 记者在厂区没见到这两个

证。 经理办公室墙上， 只挂着《营业资格

证》。 该厂股东之一黄禹超说起工厂的资质

问题，“说白了就是个黑工厂，只要检查肯定

过不了关”。

北京精佳艺（禹超）义齿加

工中心（以下简称精佳艺），位于

通州区宋庄镇一条胡同里，是个

两排彩钢板房围起的院落。

11 月 1 日，工厂生产间里弥

漫着刺鼻的化学品气味。 地面上

多处残留黑色斑迹。

23 岁的于飞（化名）是车金

部的技工， 他一边打磨假牙钢

托， 一边从一个黄色圆盒中用

细棍刮取白色膏状物， 向钢托

的表面上均匀涂抹， 经几分钟

打磨， 原本黑糊糊的钢托表面

变得锃亮。

黄色圆盒上显示， 产品名

称为“佳洁多功能清洁膏”，使

用范围是皮衣护理、 家具电器

清洁等。 其中， 家具皮衣护理

中，适用于真皮沙发、皮衣、休

闲鞋等。

“说糙点，这抹的就是鞋油，

我们都管这叫鞋油，这个技术是

我们老板独创发明的。 ”于飞说，

以前， 老板黄禹超给钢托打磨

时，总认为不够光亮，钢托卖相

就不好， 后来他试着用鞋油涂

抹，抹过后，钢托比以前光亮很

多，厂里就沿用鞋油抛光。

邵东升是原北京口腔医院

修复科医生、主治医师。 他说，义

齿应保证无毒、无刺激性、无致

癌性和致畸变性，代谢和降解产

物对人体无害处。“牙托上有鞋

油类化学品，容易对口腔黏膜产

生刺激，出现黏膜类疾病。 ”

于飞把钢托涂抹鞋油、打磨

完工后，拿到院中的高温蒸汽机

边，用蒸汽喷了几秒钟后，放到

一个盒内清洗，用牙刷来回刷几

下，取出后，原本澄清的水变得

污黑。

于飞说，高温蒸汽机温度在

100℃左右， 能去污杀菌，“细菌

能不能杀尽咱们不知道，能出货

就行。 ”

而海淀区某大型义齿加工

企业负责人张岩（化名）介绍，作

为入口的医疗器械，义齿出货时

须经严格消毒。 在其所在企业，

假牙出货前，要经过酒精超声波

振荡、 紫外线消毒和臭氧消毒 3

道工序。

“鞋油”涂抹牙托增亮

11 月 1 日，精佳艺的生产车间，两名技工

正在排牙， 也就是把义齿固定到塑质或金属

质的牙托上。 假牙装到牙托上后，一名技工用

手掰了一下，一颗假牙脱落，技工从抽屉里拿

出一瓶 502 胶水， 几滴胶水下去， 把掉牙装

上，再用力按，让其稳固。

“又返回来了，做工糙了吧？ ”11月 1日下

午，车瓷工刘军（化名）从塑料筐里，拿出一副

返工的假牙，扫了一眼，又丢回了筐里。

“是钢托打坏了吗？ ”于飞在旁边问。于飞

手里拿着一个纯钛的假牙支架， 支架筑网上

有一块拇指大小的残缺。“只要不缺大半块，

就能用。 ”于飞说，一旦支架排上牙，盖住漏

网，患者就看不出来，“筑网破一般不补，既费

时间，又费材料。 患者又不会找来。 ”

在该厂一张 11月 12日收件的出货单上，

注明医生为“西乐园”，患者姓名为刘志英（化

名）。 备注上写着“反（返）工、重做、不就位”等

字样。

“这是常有的事， 五分之一的货都不合

格，能混就混。 ”该厂的骨干业务员周德彬说。

看过精佳艺生产流程的视频和照片后，

海淀区某大型义齿加工企业负责人张岩认

为，该义齿加工厂生产环境差，生产流程不规

范，内部管理混乱。 张岩说，义齿出货前，须经

粗糙度、密合度和松紧度等标准检验，且包装

盒内要有检验合格证。 其所在企业一套假牙

生产，至少有 30道工序。

邵东升说，假牙是精密的医疗产品，如果

设计不规范，时间一长，使用者易出现很多口

腔病：牙龈炎、继发龋齿、牙齿松动、牙龈溃

烂，甚至出现关节问题。

金属残料回收再利用

假牙返工率占两成

旺季每天出厂几百颗假牙

精佳艺一位姓徐的东北技工说，

假牙生意分淡旺季。

夏天气温高， 患者镶假牙容易引

发口腔炎症。秋冬季节日较多，患者访

亲探友，为看起来美观，大多会选择这

个时段镶假牙。

石膏部技工蒋鹏程说，生意好时，

厂里一天出几百颗牙很正常， 都是直

接送到诊所和医院， 另外还有一些外

地的代理客户，他们通过快递收发货。

“无证”假牙流入医疗机构

17 日下午 1 点，在生产车间旁放

成品牙的屋子里， 黄禹超和周德彬等

人开始包装假牙， 按各个业务员的送

货路线不同，分成几堆。

黄禹超的一堆， 放进了一个装火

腿肠的废纸箱。

17 日下午 3 点，记者随周德彬到

了马家堡东路上的一家挂牌为“口腔”

二字的专科诊所。 黄禹超和李健伟则

驱车去各自承揽生意的医疗机构。

进门后，周德彬跟诊所主任郭某

熟络地打招呼，掏出 4 个假牙成品。

郭检查后称，其中 1 个假牙不合格，

需要返工。 从进诊所到离开，不超过

5 分钟。

“你知道这 4 个活儿，郭大夫能赚

多少？ ”周德彬边走边说，4 颗牙出厂

价共 700 多元，“到了诊所， 他能卖至

少 7000元。 ”

周德彬又带记者赶往恒安中医院

和华仁医院。

南磨房路附近的恒安中医院，是

家综合性医院，医保定点单位。 下午 4

点 50 分，周德彬带记者径直走上 2 楼

口腔科，推开门，三名医生也是很熟悉

地跟周打招呼。

这次，周德彬收到了千余元货款。

假牙成本仅为出厂价 10%

� � � �

� � 在恒安中医院口腔科的墙上，标

明了各类假牙的价格， 一颗二氧化锆

的烤瓷假牙，标价为 6000元。

在记者应聘精佳艺业务员时，该

厂股东李健东拿出一张报价表上显

示， 一颗二氧化锆的烤瓷冠假牙标价

350 元，“这是明面上的出厂价， 其实

要比这个低。 ”

该厂另一张发给外地代理商的报

价表，上面手写的产品报价是，一颗二

氧化锆的烤瓷冠假牙 120元。

精佳艺的对账单显示，今年 5 月，

该厂业务员叶树清（化名） 接了 7 个

活，全是二氧化锆材质假牙，16 颗牙，

每颗 100元，共计 1600元。

叶树清的订单来自一家医院，该

医院镶牙临床收费报价单上， 一颗二

氧化锆烤瓷冠假牙售价 2000 元至

6000元，是出厂价的 20倍至 60 倍；一

颗镍铬烤瓷牙售价为 300 元至 500

元，价格最高翻 10 倍以上；一颗钴铬

烤瓷牙， 售价是 600 元至 1200 元，价

格至少翻 10倍以上。

至于义齿生产的成本，精佳艺一

位业务员说，每种牙的成本，约为出

厂价的 20%到 25%。

而该厂股东李健东则是另一种说

法：“每种牙的成本， 只占出厂价的

10%。 ”

（据《新京报》）

精佳艺的出货登记表显示， 其生产的假

牙向多家医院、诊所销售。

为摸清该厂的销售渠道， 记者以应聘业

务员为名进厂。

“你要是有医院和诊所的资源，当业务员

每月能赚好几万元。 ”该厂负责招聘的股东李

健东说。

记者提出， 想先跟老业务员去固定客户

那儿熟悉一下业务，李健东同意。

“假牙这生意，其实没啥跑的。 ”11 月 15

日，业务员周德彬对记者说。

一颗假牙出厂流程很简单， 业务员与医

院或诊所接触、熟络，从各个门诊拿到订单，

取好模型后， 直接送到加工厂， 大概一个星

期，假牙做出后，再由业务员送至门诊。

“如果诊所是医生自己开的，你就得报实

价；如果联络的医生是外聘的，你可以报高点

价，必须跟他说好提成。 ”周德彬称，如果到了

公家医院， 要先找科室主任谈，“你要先拿低

价吸引他，给他甜头，让他用你的产品，至于

主任怎么给患者定价，咱们不管，假牙真正的

暴利在医生那儿。 ”

业务员自曝推销伎俩

1 1 月 1 5 日，通州一义齿加工作坊，工人制作假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