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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被骗金额越来越大

日前， 太原市消费者王女士拿了一只翡翠

镯子来到山西省金银珠宝玉石质量协会请专家

进行鉴定。 王女士说，那只镯子是她不久前在一

个大型博览会上买的，标价几十万元，商家称是

A 货，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只花了 6 万元买

下了。 专家看了看镯子， 觉得成色和水头都不

错，颜色也很自然，但拿到阳光下反复查看后发

现，镯子内部有加工处理的痕迹。 再用专业仪器

进行检测，发现镯子内有人工填充物。 专家最后

评估，该镯子顶多值几千元。

山西省珠宝玉石质量协会会长孙桂芳还向

记者讲述了另外一个案例。 在该省去年举行的

一次国际珠宝展销会上， 一位消费者购买了一

只标价近 200万元最后 5万元成交的翡翠首饰，

当时消费者感觉捡了个大便宜， 后来送至该协

会被鉴定为合成品，价值不足百元，等再去找销

售商时，对方已踪迹全无。

孙桂芳告诉记者，近年来，金银珠宝玉石行

业消费者投诉有明显增多的趋势， 投诉消费者

被骗金额越来越大。

问题———

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记者从山西省金银珠宝玉石质量协会了解

到，该协会汇总分析受理的投诉案例发现，目前

珠宝消费领域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的现象比较

普遍。

随着人工合成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目前

一些人工合成珠宝已无法通过肉眼区分， 只有

经过仪器检测才能辨别真假。 比如，人工合成的

水晶饰品因为品质好、价格低，成为一些商家替

代天然水晶的最佳选择。 人工合成水晶的工艺

制作原理并不复杂， 主要是通过对天然水晶原

料进行高温熔解后， 除去原料当中的杂质重新

结晶，质地非常干净而且没有气泡。 如果天然水

晶中含有包裹体的话，还好区分二者，但如果天

然水晶的质地也非常透明、干净的话，就需要通

过仪器进行光谱检测才能进行区分。 记者了解

到， 人工合成水晶的价格只为天然水晶价格的

1/3。

对于造假最多的翡翠， 目前一种“高 B

货” 的翡翠开始成为一些不法商家充当天然翡

翠的替代品。 在行业中， 翡翠被分为 A 货、 B

货， A 货翡翠就是未经任何加工的天然翡翠，

而 B 货翡翠是将翡翠中不好的原料进行加工，

在酸性溶液中去除杂质， 从而提高翡翠的品

相， 但行家往往能一眼看出“AB 之别”。 而高

B 货翡翠就是通过使用特殊工艺对 B 货翡翠进

行加工后的产品， 其使用的一种用肉眼难以识

别的胶， 只有通过仪器分析其结构才能分辨出

来。 这种造假是获利最高的， 最高能达几百

倍。

由于价格偏高， 所以市面上的人工合成钻

石并不多，但“冒充”钻石的石头却有不少。 孙桂

芳介绍说，有 3 种石头是“伪装”钻石的“高手”，

它们分别是合成立方氧化锆、无色透明蓝宝石、

合成碳硅石，但在专业人士看来，通过颜色、光

泽度、 色散以及棱线等方面， 仍能卸下其“伪

装”。 据悉，这 3种石头的价格都不高，尤其是立

方氧化锆，如果想模仿 30 分的钻石，只需要十

几元钱的成本， 而合成碳硅石属于三者中比较

难辨别的种类， 价格也只是钻石价格的 30%到

50%。

提醒———

选择诚信专卖店

针对珠宝消费投诉多发的现象， 山西省金

银珠宝玉石质量协会近日发出消费警示， 提醒

消费者在选购珠宝首饰产品的时候注意以下几

点：购买珠宝首饰产品不要盲从、跟风，要根据

自身需要进行理性选择； 要选择有信誉、 有资

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买时千万不能只看折

扣，还应该注重产品本身的品质，市场上一些标

价 10 万元的饰品，可能花 50 元就能买到；注意

索取有检验资质的合法机构出具的饰品证书；

注意查看标识标签和贵金属上面的印记， 要注

意商品标签上的产品名称是否清晰明确； 不要

有图便宜的侥幸思想，须明白一分价钱一分货。

山西省金银珠宝玉石质量协会同时特别提

醒消费者，因为珠宝玉石的专业性极强，普通消

费者很难鉴定其真假和品质， 在购买珠宝玉石

时， 尽量不要购买不规范的各类展会、 跳蚤市

场、旅游景点、网上和电视购物以及“游击队”等

销售的无售后保障的珠宝玉石，远离“重灾区”。

（据《中国消费者报》）

标价近两百万元的翡翠不值百元

专家提醒：在不规范的展会、跳蚤市场、旅游景点等场所慎购首饰

山西省金银珠宝玉石质量协

会受山西省质监部门委托开展的

金银珠宝玉石行业定期监督抽查

结果显示，该省金银珠宝玉石产品

合格率已由 2 0 0 7 年的 7 8 % 上升至

2 0 1 2 年的 8 8 % ， 提高了 1 0 个百分

点。 但是，该协会近期也受理了多

起个人委托的检验业务和消费者

投诉，发现情况并不乐观，不少消

费者购买的产品存在以次充好、以

假乱真的问题。 该协会近日发布消

费警示，提醒消费者应选择到有信

誉、有资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

买珠宝玉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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