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老年
人热衷旅游，经常会从旅游地买回几
千块甚至几万块钱的珠宝玉石。然
而，由于老年人不具备鉴别能力、不
懂英语、易被忽悠，经常买回的是假
货或者次品，比如翡翠的绿是染色
的，和田玉、红宝石其实就是块玻璃，
祖母绿是照着配方人工合成出来的
……据中国地质大学青年志愿者协
会珠宝学院分会统计，在他们鉴定的
假冒珠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
购买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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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过于对比价格
有些翡翠非常好看，价

格也很便宜，但往往是经过
处理或是假的。

误区二：原产地的就便
宜

实际上珠宝玉石的价
格受原产地影响并不大。

误区三：“国”字头证书
才是国家级

事实上只要证书上有
CNAS 及 CMA 标志的都是
经过中国国家实验室认可
的，才可以说是国家级的。

误区四：买宝石追求完
美

即使是天然的宝石也
难免有缺陷，如祖母绿几乎
都有裂纹。

（叶晓彦）

3万多元买回一颗红玻璃
假珠宝盯上老年人

何阿姨今年60岁，退休后常跟朋友
结伴跟团旅游，前阵子她刚从云南回来，
带回了一个翡翠镯子。“导游带我们去的
可不是什么旅游景区的商场，而是那种玉
器加工厂。”何阿姨觉得这里卖的既能保
真又便宜，于是她花1万元左右买下了一
个翡翠镯子，镯子上有翡翠最显著的绿
色，而且绿得鲜艳，导游和加工厂的人都
说是好东西，她满心欢喜地戴着镯子回了
北京。

正巧前几天社区搞活动，中国地质大
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珠宝学院分会的志愿
者们为社区居民科普珠宝玉石的基本知
识，比如玉石品质的分类、宝石的基本鉴
定方法等等，何阿姨也带来了她的“宝
贝”。“闺女，给看看这只翡翠镯子。”何阿
姨把手腕递到志愿者严慧贞眼前。小严
把镯子拿在手里先用肉眼观察，这只镯子
看上去材质的确是翡翠，整体是暗灰绿
色，局部呈现鲜艳的阳绿色，接着她又用
手电和放大镜仔细观察镯子的细节，发现
这只镯子的材质的确是翡翠，但仔细观
察，镯子里面的阳绿色过于鲜艳，不像
是翡翠颗粒本身发出的色泽，而是经过
酸洗漂白后，用带有颜色的胶做了充填
和染色。小严觉得，何阿姨旅游购回的
这只万元翡翠镯应该是经过后期处理
的，是市场上比较典型的“B+C”货，没有
收藏价值。

退了休的王老先生爱
逛展会，手头也有点儿闲
钱，他总爱在展会上淘点儿
实惠货，觉得有时候能捡个
大便宜。上个月，一家比较
知名的展览馆里举办了一
场珠宝展，王老先生又去凑
热闹了，而且相中了一块

“和田玉”。这块玉细腻润
泽，王老先生爱不释手，可
是又觉得标价 8888 元太
贵。王老先生连着去“磕”
了两天，跟售货员反复砍
价，最后以 4000 元的价格

成交。
以为买到便宜货的王

老先生逢人就拿出来看，可
有稍微懂行的朋友看了这
块玉之后提出质疑：“看不
到 玉 的 结 构 ，怎 么 像 玻
璃。”王老先生心里也没谱
了，找到一家珠宝玉石鉴
定机构。结果鉴定人员只
是简单看了几眼，就初步
判断出这只是一块玻璃，
而非和田玉。“玉怎么就成
了玻璃？”王老先生着实想
不通。

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老年人认为，只
要买珠宝玉石的时候商家配了鉴定证书，就
一定不会有问题。然而，暂且不说鉴定证书
作假的问题，就算鉴定证书是真的，也有因
为不懂珠宝专业英语词汇而被忽悠的。

吴老太太今年去泰国玩了一圈，临走的
时候在一家珠宝店花3万多元买了一颗5
克拉的红宝石，商家给配备了英文鉴定证
书。吴老太太不懂英文，导游指着证书上

“treatment”这个单词解释道，这是加工的
意思，说明这个红宝石经过切割等加工。恰
巧吴老太太出国前，女儿给她下载了一个翻
译软件，输入这个英文一查，果然有处理的
意思，于是她对这颗红宝石的品质深信不
疑。回国之后吴老太太托人鉴定了一下，结
果这颗红宝石曾被人为改善过净度，也就是
说是人为加工的，而证书上最关键的词就是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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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专家张
昱解释说，虽然在英文里treatment有处理、
加工的意思，但在珠宝专业英文词汇中，这
个词的含义是指非传统的，尚不被人们接受
的优化处理方法，比如染色处理、辐照处理、
表面扩散处理等。“人家的鉴定证书上写了，
但非专业的人士很难看懂，就很容易被骗。”
比如宝石鉴定发现是铅玻璃充填的，就是人
工后期将红色玻璃充填进宝石内部裂隙当
中制成的，也就值个两三百元，算是一种普
通饰品而已，不属于贵重珠宝。

曾经有一位市民找张昱鉴定一块祖母
绿，鉴定书上的一个英文单词普通人看以为
是个品牌名字而已，但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
是一家国际上非常知名的专门生产珠宝的
厂家，“比如祖母绿的成分是什么，这家公司
就会按照配方生产出来，石头根本不是纯天
然的，而是合成出来的。”张昱建议，老年人
购买珠宝玉石尽量到正规商场或机构购买，
在展会、旅游地、产地购买，一定要谨慎。

证书：
关键词是“treatment”

揭
秘

遭
遇

2
旅游：
万元购回染色“翡翠镯”

张昱告诉记者，这种材质比较差的翡翠
行话叫“砖头料”，内部结构不够致密，矿物
颗粒粗大，也含有一些杂质。商家往往先用
酸类物质处理这些原料，将杂质洗干净，让
石头的内部结构变疏松，再将一种有机聚合
物用高压充填进石头内部，让结构间隙充
实，原料就会看上去晶莹剔透，这一处理过
程就是俗称的“酸洗”“注胶”。注胶的同时
还可以添加染料，翡翠常见的绿、红、紫、黄
等颜色都可以加进去。“有时候老人在商场
看到的镯子里面有一点点绿都要十几万块，
可旅游的时候到了产地一看，这么绿的才一
两万，再听导游一忽悠，就买下了。”尤其到
了东南亚地区，那里是彩色宝石的产地和集
散地，张昱说，她所经手的案例当中，跟团旅
游归来购买的珠宝玉石，绝大部分都是经过
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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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展：
4000元的和田玉竟是玻璃

张昱告诉记者，玻璃是
非结晶状态的固体材料的
统称，在生产玻璃的时候对
外观稍作调整，就可以生产
仿造出各种宝玉 石 的 玻
璃，比如做成翠绿色不透
明的外观就很像翡翠，做
成白色不透明的外观就能
模仿白玉，做成暗绿色再
加入黑点杂质就能仿造和
田玉，做成红色条纹状就
能仿玛瑙。

“这种对老年人的杀伤
力最大。”张昱说，喜欢珠宝
玉石的老年人往往对这些

宝石的特征一知半解，觉得
自己认识某些宝石的特征
了，就不管不顾地购买，其
实最容易被骗。张昱说，有
的奸商为了仿造翡翠原石，
就连石头外面的皮都是水
泥或者沥青糊上去的，再忽
悠老人石头是在某矿区附
近挖出来的。张昱提醒，面
对琳琅满目的珠宝展老人
要擦亮眼睛，有的展商卖的
蜜蜡可能是塑料做的，卖的
翡翠可能是“B+C”货，一定
要找正规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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