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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消费者姚女士平时喜欢
在网上逛玉石商品直播间。前不久，
一个号称卖缅甸翡翠手镯的直播间
引起了姚女士的注意。

据姚女士回忆，销售人员宣称他
们直播间新开张，全场优惠，原价六
七万元的玉镯只要五六千元就能买
到。销售人员宣称每件玉镯都有鉴
定证书，且承诺假一赔十。最终姚女
士选中了一款售价5888元的翡翠手
镯，在客服的指引下付了款。

到货后，满心欢喜的姚女士打开
包裹却发现，手镯的色泽明显不如视
频里看见的那么好。姚女士想找卖
家讨说法，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投
诉无果的姚女士最终选择了报警。

接报后，上海警方将手镯进行了
送检，结果显示，姚女士购买的所谓

“A货翡翠手镯”实为染色石英岩玉，
不是翡翠。

根据线索，上海警方很快锁定了
售假直播间的线下地址，并在其中查
获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假玉镯和
鉴定证书，同时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

犯罪嫌疑人从玉石批发市场以
低价大量购进经人工染色的石英岩
玉，然后在网上订制假翡翠鉴定证
书，在短视频平台开播，打着天然翡
翠的名义将假玉镯高价销售给不知
情的消费者。石英岩的成本大概在
二三十元，充当翡翠来卖，基本能卖
到三五千元以上。

据警方透露，为了逃避打击，犯
罪嫌疑人同时开设有多个临时直播
账号。卖出一单之后就将原直播间
关闭，再换一个新号重新开播，导致
遭受损失的消费者难以维权。经查，
该诈骗团伙利用直播销售假翡翠，共
计非法获利30余万元，受害消费者
达100余名，遍布全国21个省市。

5888元翡翠成本只有20多元
警惕玉石直播间陷阱

花 5888 块钱，
以为买到的是号称
A货的翡翠手镯，最
后才发现只不过是
20 多块钱的石英
岩。在网络购物中，
不少人都上了这样
的当。

消费者之所以买到假玉石，
除了商家的虚假宣传，不少人是
被“玉石鉴定证书”蒙蔽了。这些
证书到底是权威机构出具的真鉴
定？还是商家用来蒙骗消费者的
道具呢？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带有鉴
定证书的玉石商品不一定可靠。
在一些网购和社交平台，出售玉
石鉴定证书的商家不在少数，且
售价相当便宜。有的商家挂出

“代送珠宝鉴定证书”服务，售价
仅1.2元，显示“已售1万＋”。还
有的商家宣称“来图就能制作玉
石鉴定”“文字可自定义”，还能

“换图片”。这家名为“伊一珠宝
礼品”的网店表示，不需要送检，
买家只要提供照片，他们就能出
翡翠鉴定证书。“刘姐姐的小店
31”表示，来图就能出证书，鉴定
内容记者想怎么写都可以。

记者随后从玉石批发市场购
买了两款廉价的石英岩玉首饰，
然后将图片发给不同的鉴定证书
商家，要求出“翡翠A货”鉴定证
书。3天后，记者陆续收到了商
家发来的所谓鉴定证书。记者看
到，2张所谓鉴定证书均写着两
款首饰的材质为“翡翠（A货）”。

在其中1张所谓翡翠（A货）
鉴定证书中显示鉴定机构为中鑫
银科金银珠宝检验检测中心，所
谓鉴定证书背面还显示该鉴定机
构取得了CMA认证。据了解，
CMA认证即中国计量认证，是
我国检验检测机构在开展业务前
均应获得的国家强制性认证。

然而，记者在市场监管总局
网站输入中鑫银科金银珠宝检验
检测中心，对其认证资质进行查
询时，并未找到该公司的认证信
息。

在另外一张所谓A货翡翠
的鉴定证书中显示，其鉴定机构
为广东省金银珠宝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而当记者登录广东省金银
珠宝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官网，查
询鉴定证书编号时，均显示编号
信息不正确。

根据广东省金银珠宝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官网显示的电话，记
者与其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将
两个鉴定证书照片发给了该位工
作人员，其表示为假证，不是他们
机构所出。

广东产品质检院消费质量与

安全评测室工程师罗润箐说：“如
今，市面上流通的翡翠品种繁杂，
导致鉴定证书存在一定的造假乱
象。比如，不法商家可能会仿照
正规鉴定机构的证书样式，自行
印制，同时盗用真实机构编号生
成虚假电子档案，制作出外观极
为逼真的假证书，导致普通消费
者很难辨别真伪。”

据行业专家透露，为了谋取
不义之财，还有一些玉石商家在
销售时进行“套证”，将天然翡翠
鉴定证书与假翡翠或人工翡翠商
品配套出售，让消费者真假难辨。

据行业专家介绍，只有经过
国家权威认证的玉石检测机构才
能出具玉石鉴定证书，且这些检
测机构的资质都应可查可追溯。
如CMA认证可登录市场监管总
局网站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查询。如果查询不到相关信
息，表示该检验检测机构未取得
国家认证，不能开展相关鉴定业
务。如检验鉴定机构资质没问
题，消费者方可再登录该机构官
网输入证书编号，就可查询玉石
商品与证书信息是否一致。

此外，我国玉石检测标准规
定，出具玉石商品的材质鉴定证
书或检测报告时，写法应正规。
如翡翠首饰等附加或备注材质
时：未经人工处理的应标注“翡翠
（A货）”字样；经人工处理的翡翠
应说明处理方法，标注为“翡翠
（漂白、充填）”“翡翠（处理）”等。

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来，随
着玉石类直播带货消费的火爆，
消费投诉和纠纷开始日益显现。
在黑猫投诉平台，近一年内有关
玉石直播带货的消费投诉达
4000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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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属于贵重的商品，本身在线
下交易的时候都容易出现纠纷，
如果通过远程的方式来销售，因
为是异地经营，出现这种问题的
风险就会更高。特别提醒消费
者，一定要慎重通过网络直播带
货的方式来购买珠宝玉石等贵重
物品，尤其是不要去相信主播或
者商家的所谓捡漏或者打折宣传
的噱头，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私
下交易，否则出现问题之后往往
很难维权。

（央视）

这两年，直播间里还兴起了投资
翡翠原石的“赌石”交易。不少消费
者幻想“一刀暴富”，陆续投入几万块
钱切原石，殊不知自己选中的可能是
刷了漆的普通石头。

前不久，河南的消费者程先生迷
上了直播间赌石。程先生平时对翡
翠类商品感兴趣，喜欢刷一些短视
频。有一次，他看完短视频后留下了
联系方式，之后就被拉进了一个名为

“涨涨涨、飞飞飞”的直播间。
程先生参与的这个赌石直播间

不像其他公开的直播间刷到就能看，
必须通过介绍人发链接才能进。该
直播间宣称他们的翡翠原石全都是
缅甸一手货源，同时还有珠宝协会认
证，品质有保证。这个“翡翠赌石”直
播间的交易方式与拍卖类似：消费者
根据个人眼力竞价拍下原石，之后由
所谓“货主”现场将“翡翠原石”切开，
揭晓翡翠价值。

若切开后发现翡翠品质高于预
期，叫“切涨”，货主将高价回收原石，
消费者从中赚得差价；若切开后，所
谓翡翠原石品质比预估的差，叫“切
垮”，消费者只得认赔。

据程先生透露，这个直播间每天
晚上都很热闹，最多时显示有8000
多人同时在观看。他因手里资金不
多，在赔了1万多元后就没再继续。
除了程先生，江苏的刘女士在这个直
播间赌石也赔了2万多元。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注意到，
参与该赌石直播间投资所谓翡翠原

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且全都赔了
钱，其中最多的1位赔了6万多元。

这些消费者在该直播间赌石赔
钱，单纯是因为运气不好没切到高品
质的翡翠原石吗？

近日，云南德宏警方接群众举报
称，最近一段时间，在城关一处废品
回收站内，可能有人在开直播搞赌石
诈骗。经过突击检查，警方在作案现
场共起获假翡翠原石289块，切割机
3台。警方在现场查获的假原石，都
是原本白色的石头表面被涂上了两
层漆，冒充翡翠。

记者看到，假翡翠原石本体是白
色的，成本只有二三十元。白色的石
英石刷上绿漆，用绿光手电一打，在
远程网络直播间的掩护下，就可被包
装成价值不菲的翡翠原石，开价最高
可达上万元，让不明真相的消费者买
单。

据警方透露，事实上这样的假翡
翠原石是根本不可能切涨的。直播
间里切涨返现的套路，只不过是为了
引诱消费者继续下单的一个诱饵。
而直播间中所谓货主、主播，以及一
些切开后大涨的幸运买家，都是犯罪
嫌疑人花钱雇来的托。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玉石直播
诈骗往往选择所谓的私域直播平台，
也就是不公开直播的方式，通过引流
吸引特定的目标群体。直播结束后
立即删除直播回放、聊天记录等关键
证据，消费者想要追回损失难上加
难。

染色石英岩冒充翡翠

私域直播间赌石

不靠谱的玉石鉴定证书

被查获的假翡翠原石。

石英岩冒充翡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