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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调查

声 音

消费新说法

养生功效实为无稽之谈

来历不明“保健石”或存在安全隐患
□ 本报记者 贾淘文

近期，有一名旅客携带着所谓“保健
石”入境时，被辽宁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
拦截下来。周水子机场海关旅检二科科
长贾永楠介绍，当时这名入境旅客在通过
海关固定式核辐射探测门时引发报警，该
旅客解释为这是一袋“保健石”，其核辐射
量达到105微西弗/小时，超出现场本底值
1050倍，经仪器测试结果显示放射性物
质为钍-232。

据了解，钍-232作为放射性物质，已
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
1类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导致脱发、呕吐、
流鼻血，严重者或引发恶性肿瘤。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普通公众
辐射暴露的安全限度为每年 1毫西弗。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
学院教授余雯表示，正常的环境辐射本底
剂量率大概是0.1微西弗/小时，一年365
天累计下来差不多是1个毫西弗的辐射
剂量。这块“保健石”的核辐射量达到
105微西弗/小时，超出本底水平1000倍，
一年累计下来接近于1个西弗的辐射剂
量了，相当于1000毫西弗，这个量是非常
大的。

主播“推波助澜”线上销售火爆

很多消费者对于“保健石”产品并不
陌生，近年来，随着养生保健的理念不断
深入人心，“保健石”产品的种类也逐渐丰
富，一些原本普通的石头，被商家冠以“天
然”“能量”“纳米”“远红外”“防辐射”等功
能性介绍，吸引众多消费者选购。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保健石”
“能量石”“转运石”发现，目前市场上销售
的保健石产品种类丰富，价格从十几元至
几千元不等，在使用方式上包含日常佩
戴、家庭陈设、理疗器材、按摩工具等。此
类被商家宣称为具有保健功能的石质产
品，其材质大致分为不知名陨石、天然矿
石、人工合成石以及吉祥寓意石4种。

在某电商平台上，外表平凡无奇的石
头和廉价宝石，被一些商家宣称具有神奇
的养生功能。石头加热后放在眼睛上可
以缓解近视眼和老花眼。泡水可以降三
高、强筋骨，更有主播甚至通过话术暗示
其产品具有防癌抗癌的作用。此外，为了
直观展示“保健石”的功效，一些主播还会

通过现场试验的方式对产品的功效进行
证明。将石头放进一杯“水”中，水瞬间凝
固成“冰”；将“保健石”放进一杯“黑水”
中，“黑水”瞬间变得清澈；“保健石”经过
开水浸泡后，散发出淡淡药香……这些看
似“神器”的产品介绍，吸引了大批网友关
注，纷纷下单，直播间“爆款”频出。

此外，一些水晶、玉髓、玉石、玛瑙等
材质的首饰产品，也会被商家包装成具有
镇宅、开运、保平安、招桃花、趋吉避凶的

“神石”。有些主播在直播中将自己包装
成“国学大师”“民间奇人”，通过一些看似
高深莫测的话术讲解，把传统文化中的

“阴阳五行”理论、现代科学中的“量子转
换”、民间传说典故等内容进行“嫁接”，将
原本价值不高、批量生产的手链、吊坠、项
链，包装成不可多得、可遇而不可求的“神
奇法宝”。尤其是宣称具有招财、助学业、
增进恋爱运功能的“神石”产品，更是受到
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一位购买过“增加桃花运”吊坠的年
轻消费者对记者说：“年轻人做事就追求
简单直接，有没有实际功效不重要，至少

带着这个吊坠，获得了一种
心理上的安慰。这个吊坠粉
嘟嘟的颜色也很漂亮，身边
很多小姐妹都买了同类产
品。”

“神石”或成“夺命石”

据了解，商家宣传的“保
健石”具有神奇功效，从科学
角度上看并没有任何科学依
据。所谓具有神奇功效的

“保健石”，很多都是来历不
明的石头，甚至一些宣称具
有养生保健功能的“神石”，
经过检测后证实竟然是“索

命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

经外科主治医生徐昊表示，所谓的“保健
石”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说其具有保
健效果并没有科学依据。有些石头甚至
还有很强的辐射，不但难以真正起到保健
效果，长期佩戴还可能引起身体癌变，对
人体造成伤害。

物理学家、教授黄晓菁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表示，自然界里存在一些物质会自
发产生辐射，这类辐射实际上是一种电磁
波。如果电磁波的能量很高，则可能对生
物体造成一定的破坏，使生物体内的
DNA发生微观结构的改变，人在一般情
况下要尽可能避免接触。

此外，对于受到长时间超标辐射是否
一定会致癌的问题，专家也做出了解答。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教授余雯介绍，辐射剂量越高，不良反应
发生的概率就会越大。我们最熟知的可
能就是癌症，但是这里面也要充分考虑到
个体的差异。就是说同样的辐射剂量，假
如照射到100个人，不是说100个人都会
得癌症，有可能10个人得某一种癌症，另
外一些人得另外一种形式的癌症，也有可
能里面有几十个人完全不会得癌症，存在
很大的个体差异。

对此，专家提醒广大消费者，虽然目
前有部分放射性核素已应用于医学领域，
但对于来源不明、信息不全的所谓“能量
物质”，一定要擦亮眼睛。同时，消费者应
对以“养生保健”为幌子进行营销的行为，
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磁疗治病无据可依

除了“保健石”外，磁疗也是在“养
生圈”火爆几十年的养生概念，从上世
纪八十年代起，各类磁疗鞋垫、磁疗腰

带、磁疗腕环、磁疗床垫、磁疗颈椎治疗仪
等产品就开始不断推陈出新。时至今日，
在很多消费者的家中都能够找到与磁疗
相关的保健产品，大到床垫、按摩椅，小到
保温杯、磁疗戒指。

日前，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东铁匠营社
区口袋公园向多位老年人询问是否使用
过磁疗产品。受访的很多老年人均表示，
听说过磁疗具有调血压、降血脂、控血糖、
治失眠等功能，而且天然的磁石对身体本
身没有影响，属于有病防病无病强身的

“绿色产品”。一位购买过磁疗床垫的老
人对记者说，她就花费1万多元购买过一
款磁疗床垫，每天躺在上面做热敷，虽然
没有商家宣称的功效，但是用了七八年，
身体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然而，市面上在售的很多磁疗产品
宣传的养生功能，也仅仅只是一种营
销手段。

据专家介绍，脑组织比身体其他组织
脆弱，磁可以穿透大脑。消费者在使用一
些磁疗床、磁疗枕、磁疗被等产品时很难
避开头部，每天睡在这种产品上，大脑难
免会受到磁伤害，很有可能造成大脑损
伤，不仅没有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反而
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此外，有些磁疗产品也含有放射性物
质。2017年7月，山东烟台检验检疫局就
在蓬莱国际机场截获了一张来自韩国的
磁疗垫，经检测该磁疗垫放射性物质超标
255倍，在这张床垫上睡1年，相当于做胸
透1400多次。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了解到，磁疗产品
的主要发源地是美国，诞生至今已有几十
年历史。然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却并没
有批准过任何一款民用磁疗产品，家用磁
疗早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判定
为伪科学。FDA曾在一份名为《健康欺诈
骗局到处都是》的公示海报中提到：“关节
炎治疗欺诈中最常见的手段，第一个例子
就是磁（疗）产品。”与此同时，我国《磁疗产
品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2016修订
版），明确指出了磁疗产品不得以治疗病
种、治疗功效等方式命名。换句话说，关于
磁疗治病的说法，国内外都是不认可的。

“消费者争先恐后地购买‘保健石’及
其产品，无非是恐惧心理和从众心理在作
祟。”业内人士指出，很多年轻人希望佩戴
一块“能量石”就能够守护平安健康，一些
具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听到销售人员讲述

“神奇功效”之后便盲目跟风，冲动消费，
通过一款“保健石”产品寻求心理安慰。
商家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些消费心理和消
费需求，才能将原本虚无缥缈，甚至是百
害无一利的石头，包装成“治病救人”“趋
吉避凶”的“神器”。我们在呼吁监管部门
对此类产品严加治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
希望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要
不断学习和了解一些科学知识，不能一
听“保平安”就盲目心动，一听“能保健”
就开始冲动消费，要擦亮双眼，学会分
辨。积极健康而正向的消费观念和科学
的养生理念，才是真正的“健康基石”。

□ 左 鲤

玛瑙必须戴右手，琥珀蜜蜡“阴气”大，戴童子
“犯小人”，妾室才戴扁条手镯，新买的玉石会“反
噬”主人，老玉器“不干净”有怨念，戴梅花图案的
玉器要“倒霉”，家中玉石太多会扰乱磁场……笔
者留意到，近期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关于宝玉石产
品及玉文化的伪科普文章，此类文章通过一个个
言之凿凿的论断和“鲜活生动”的案例，传播、捏
造虚假玉文化内容，让不少人在选购宝玉石产品
时产生了消费焦虑。

笔者发现，此类伪科普文章大多是打着传播
传统文化、弘扬玉文化的旗号，以抓人眼球的标
题吸引网友关注，每篇文章都会提出一些令人危
言耸听的观点，文中再配上国学大师、文化名人
的照片，营造出“一个镯子引发血案”的恐惧感，
读后令人不明觉厉，从而深信不疑。这类伪科普
的“专家”利用普通消费者对于宝玉石知识的盲
区，将传统文化中的元素进行移花接木，将本该
充满美好的寓意的宝玉石产品，描述成充满迷信
色彩的“洪水猛兽”。如此危言耸听的论调，实在
是对整个宝玉石行业乃至中华传统玉文化的侮
辱和构陷。

对此，有业内人士明确表示，此类伪科普的
言论大多数都是牵强附会，无非就是抓人眼球，
吸引流量的一种手段罢了。中国传统玉文化博
大精深，历史悠久，每一件宝玉石作品的背后都
蕴含着无数能工巧匠的心血和智慧，如果仅凭一
个材质或是一个图案，就能够给人带来灾难和吉
祥，本身就是没有任何科学和理论依据的信口雌
黄。消费者大可不必相信这种网络伪科普文章
中子虚乌有的内容，更不要被这些不切实际的言
论所左右，影响正常的消费和收藏。

笔者看来，网络上封建迷信“碰瓷”传统玉文
化的伪科普泛滥，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近年来消
费者对于宝玉石产品的关注度持续提升。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传统文化的复兴，越来越
多的普通消费者被宝玉石产品的文化魅力与艺
术价值所吸引，宝玉石产品传递出的富贵、吉祥、
喜悦的寓意也迎合了当今消费者追求美好生活
的愿望与审美。

当一件事情产生了热度，自然会涌现出一大
批“蹭热度”的人和事。网络流传的伪科普文章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博取流量。当所有人都说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唱反调的人则最受
关注，也更能够突出自身的权威性与独特性。更有甚者，其编造伪
科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一踩一捧”的真正原因
是为了忽悠群众，趁机“坐收渔利”。

笔者呼吁业内的专家学者以及知名的企业、工坊，为了更好地
弘扬传统玉文化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将各自专业领域的特长，向更
多消费者进行科普及宣传，依托互联网窗口向广大消费者传递正
确的玉文化知识。同时，相关的专家学者也应该对网络上利用自
己照片站台，捏造不实言论观点的文章积极回应、驳斥，不能让伪
科普的不当言论，损害了自己的社会形象和行业影响力。笔者坚
信，在无数大师工匠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必将为广大消费者树立
起正确的宝玉石消费观念，让更多的人了解玉文化背后所蕴含的
文化魅力，也让流行在网络上的伪科普文章和伪专家无所遁形。

《说文解字》中对于“玉”是这样解释的：“玉，石之美者，有五
德。”通俗地理解，“玉”本身就是“美丽的石头”。我们可以透过一
块石头，去欣赏大自然的美，去体会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去感悟
能工巧匠对其赋予的文化内涵。但是，归根结底，石头就是石头，
它并不能为人招来财富、开悟智慧，也更不会为人带来灾难与不
祥。消费者爱玉、赏玉，就单纯地去欣赏玉石之美，体会玉石文化，
以美玉装点自己的美好生活，这就足够了。面对网络上那些所谓

“专家”提出的“独家观点”不必当真，权当看个笑话，毕竟封建迷信
在传统文化面前就是个“渣”。

日前，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
活这一刻》节目，曝光了一件线上消费引
发的纠纷。消费者史女士在线上花 844
元购买的青金石手镯，在退货过程中竟

“变”成了价值十几元的手链，卖家以货
物不符为由拒绝退货，令史女士颇为气
愤。最终，在记者的协助下，电商平台答
应将对商家此次交易环节进行严格核
查，快递公司同时向史女士先行垫付了
退款。

对此，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孙
发耀表示，线上购物以其便捷、直观、快
速的优势，成为百姓生活中重要的消费
渠道之一。近年来，相关管理部门为了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了一系列
针对线上购物的保障规则，最大限度地
满足消费者在线上购物时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但是，线上消费市场存在一定
虚拟性，买卖双方对于产品只能通过图
片、视频、讲解及产品演示了解，很容易
发生消费欺诈的现象，其中“掉包”的欺
诈方式早已屡见不鲜。

手镯变手链涉嫌盗窃罪

“本案例中，史女士在退货过程中
844元的手镯变成了十几元的手链，如果
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卖家涉嫌在退换
货过程中存在‘掉包’，那么该商家的行
为则属于违法，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由于本次纠纷发生的金额不足1000
元，商家将会受到行政处罚。”孙发耀律
师表示，卖家对顾客退换货商品进行“调
包”的行为，或涉嫌盗窃罪。根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盗窃、
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
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在司法实践中，盗窃金额达人民币
一千至三千元以上时，就符合盗窃罪刑
事立案标准，公安机关应予以立案侦
查。根据刑法规定，犯罪分子窃取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存在多次盗窃、入户
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等行
为的，就构成盗窃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64
条之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
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用假黄金退货涉嫌诈骗罪

退换货“掉包”频发，不仅困扰了广

大消费者，也让众多从事线上经营黄金
珠宝的商家深受其害。

近日，有商家向媒体反映，“双 11”
过后，买家以假黄金冒充真黄金产品进
行退货的现象频繁发生，业内有此经历
的线上卖家不在少数，令不少商家非常
头痛。

有商家表示，一些被买家退货的假
黄金产品，竟然和商家出售的真黄金
产品一模一样。商家在处理此类售后
问题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取证
和举证，以此向电商平台证明退货产
品与真货的克重、成色的差别。但是，
受电商运营的方式限制，整个申诉过
程都是以图片形式完成，举证的过程
非常麻烦。

对此，孙发耀律师表示，如果买家以
假黄金冒充真黄金退货的事实确定，该
买家的行为已经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商家财物，
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根据《刑法》第 266条之规定，诈骗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
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
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分别对应
的刑罚为数额较大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黄金珠宝等贵金属及宝玉石产品具
有“物以稀为贵”的独特属性，一些万元
左右的翡翠玉石产品在业内尚属于“入
门级别”。看似不起眼的一颗宝石或者
是一件很小的首饰，也很有可能达到了

“数额特别巨大”的处罚级别。线上消
费中的一个小小贪念，或将面临严厉的
法律制裁。孙发耀律师对记者说：“黄

金珠宝不仅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水平
和审美水平，其背后更蕴含着深厚的传
统文化。买卖双方在线上交易黄金珠
宝产品时，更应‘知礼而行’，莫因一时
贪念而触碰法律红线，在面临法律制裁
时追悔莫及。”

买卖双方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那么，买卖双方在线上交易过程中，
如果遭遇“掉包”又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对此，孙发耀律师提出以下几点：首
先要收集证据。买卖双方一旦发现所购
买的产品出现“掉包”，一定要确保有充
足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包括购买
凭证、收据、发票、商品照片、沟通记录
等，这些证据将有助于证明退款退货发
生时对方“掉包”的恶意行为。同时，应
及时与对方进行沟通，了解退款退货时
的具体原因和场景，尽量通过友好的沟
通方式解决纠纷，寻求双方的互相理解
和妥协。

如果，买卖双方经过协商无法达成
一致，可以咨询专业律师根据法律建议
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这可能包括起诉
恶意消费者、提交证据给相关机关，以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双方还可以
寻求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帮助，如当地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行业协会或仲裁
机构。这些机构通常具有调解纠纷的能
力，可以协助商家和消费者达成公平和
解的结果。

此外，商家为了规避买家退换货时
“掉包”情况发生，可以在所售产品及包
装上印上外人不可见的独一无二、不可
篡改的标签；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记
录下订单包装及退货处理区域的录像，
最好是能够清晰显示产品图像。如果是
价值较高的物品，可将跟踪和投保的送
货服务与GPS相连，或者在买家签收时，
要求提供“签名+照相”双重确认，以避免
买家说“未收到货”的情况发生；可将之
前所有的退货订单做一个统计，记录下
这类订单之间的共同点以及最后的处理
结果，有助于以后同类订单的判断与分
析；可根据发货方式选择录制发货视频，
或是给买家发送电子邮件确认订单货品
已经发出。

当然，线上商家在处理恶意退款退
货问题时，也需要注意合法性和公平
性 ，不 应 采 取 过 于 激 烈 或 违 法 的 手
段。尽管恶意退款退货可能带来一定
的经济损失，但保持冷静、理性和合法
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如果商家认
为遭受了恶意退款退货的损害，可以
通过宣传和声誉管理来维护自己的品
牌形象。通过向公众清楚地阐述事件
的真相，加强品牌的透明度和信誉，以
减少负面影响。

莫因贪念“掉包”触碰法律红线
□ 左 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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