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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新知

“稀世珍宝”竟是一杯“宫廷玉液酒”

购买宝玉石要看“配料表”
消费新说法

□本报记者 贾淘文 文/摄

避尘珠、龙息石、天鹅玉、龙涎香、海云幕、药王
香、万物生……最近，一些生僻冷门的“珠宝”首饰在
网络直播中销售火爆。这些“珠宝”的颜色鲜艳，具有
绚丽多彩的纹理变化，有些还带有浓郁的药材或香料
的气味。据带货主播介绍，这些“珍宝”有的出自深
山，有的来自深海，有的是边境代购，有些是远古动物
的遗骨。其中，有些“珠宝”还被主播宣称具有定惊安
神、活血化瘀、暖宫消炎、凉血败毒，甚至有消灾避难
的神奇功效。

在普通消费者的认知中，一提到“珠宝”就理所当
然地认为是贵重、奢侈、珍稀的代名词。尤其是面对
一些名称冷门且玄幻的“珠宝”，就习惯性地理解为是

“物以稀为贵”的珍宝。然而，据业内人士爆料，这些
看似光鲜靓丽的“珠宝”，大多数的成分都是玻璃、塑
料和一些地方杂玉。此类产品多数都经过人工染色、
合成，即便是作为日常佩戴的装饰品，也存在着影响
健康的隐患，更不会具有升值、投资、收藏的属性。

矿物成分主成分多为塑料

此前，某业内知名人士在直播中销售“天鹅玉”，
就曾发一片争议之声。天鹅玉属于石英岩玉，并不是
名贵玉石品种，只是根据其颜色与质感强行与玉石拉
上了“亲戚”，售价将近三百元的天鹅玉首饰套系，其
实际成本仅为几十元。

河南镇平石佛寺从事玉石代购的张昭（化名）在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宝玉石产品热衷于“逆
天改名”的真正原因，无外乎是通过新奇特的名称，
为廉价甚至劣质的产品“贴金”。将原本一文不值
的产品进行重新包装，以一种生僻冷门且充满文化
内涵和玄幻色彩的名字，营造出稀缺与珍贵的商品
属性，吸引消费者关注并产生消费冲动。这种产品
在市场上已经行销多年，因其材质和工艺的低端价
格普遍不高。近些年，随着电商直播的流行，此类
价格低廉、产量充足、溢价率高的产品，成为一些直
播间的选品的首选。

据张昭介绍，网络上热销的各类“新奇特”宝玉石
产品，分为天然材质和合成材质两种。天然材质的产
品主要分为石英岩玉、蛇纹石玉、碳酸盐玉（大理石）、
玉髓。例如，黄金玉本质是大理石，根本没有玉石成
分，更没有收藏价值；桃花玉的化学物质学名叫作蔷

薇辉石，是一种硅酸盐矿
物，通俗一点说就是石英
石，商家为了让桃花玉的
颜色好看，大多会进行染
料染色；水沫玉出自翡翠
的伴生矿，和冰种翡翠十
分相似，但其主要的矿物
成分为钠长石，而真正的
翡翠是一种辉石族矿物，
主要成分为钠铝硅酸；阿
富汗玉质地洁白细腻，最
容易被商家冠以“羊脂玉”
的标签，但是其真实的身
份却是大理石，真正的和
田玉的矿物成分主要由透
闪石组成。此外，金丝玉、
京白玉、佘太翠、帝王石、
马来玉都属于石英岩玉。
上述产品被称为“玉”，至
少是低端的天然矿石，但
是所谓的龙息石、冰翠、龙
涎香、避尘珠、披毛犀等

“珠宝”的真实材质就是塑
料和玻璃，属于人工合成
的装饰物。一些不明真相

的消费者很容易被这些充满色彩鲜艳、名称新奇的产
品所蒙蔽，在主播精湛的话术和情景演绎之下，对其

“稀缺”与“高端”产品属性深信不疑。
张昭对记者说：“人类应用珠宝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远古时代，名贵、稀缺且具有收藏价值的矿物
宝玉石与有机宝石都已经全部被发现并得到充分
利用，且具有明确的市场参考价值。在千百年的宝
玉石文化传承过程中，人们已经将有价值的材质完
全筛选出来。因此，消费者在面对一些名称看似名
贵、充满历史底蕴的‘新奇特’宝玉石产品时，一定
要提高警惕。”

张昭指出，一些直播间为原本材质普通且价格不
高的装饰品，起一个好听、有文化内涵名字的做法，本
无可厚非。但是，以自创的宝玉石名称充当低质、低
价装饰品的遮羞布，以高价格销售给消费者的做法，
无异于是小品中的“宫廷玉液酒”，此举不仅有违诚信

经营道德标准，甚至已经涉嫌消费欺诈。

权威鉴定证书才是宝玉石的“配料表”

记者登录多家电商平台看到，销售此类产品的
直播众多，大多数主播会在直播中向网友做出口头
的质量保证，不仅提供 7天无理由退换，有的直播间
为了证明其销售的产品的珍贵价值，甚至向网友承
诺“3年内返利，5年内全款回收”。

既然商家明知自己销售的产品属于低质、低价，
甚至假冒伪劣产品，又为什么敢拍着胸口向消费者
做出品质承诺呢？

对此，有业内人士对此营销套路进行了解读：
“一方面，此类商品的价格普遍在几十元至百余元
不等，很多消费者觉得花个小钱，没有必要去进行
复检，一些偏远地区也缺乏专业的宝玉石检测机
构，因此，消费者对于此类货品的真伪及品质高低，
完全依赖于主播的话术介绍。另一方面，一些专门
销售此类商品的直播团队，通常会采取‘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的经营方式，即某一个主播在某一个平
台上直播一段时间后，就会选择换一家店铺或平台
继续直播，当消费者发现购买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后，该直播间店铺早已关闭。很多消费者会选择自
认倒霉，即便遇到坚持维权的消费者，商家也可以
为其提供退款退货的售后服务，几块钱的成本，根
本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此外，真与假在宝玉石行业并不是一个绝对的
概念。首饰材质并不会影响其实际的使用功能，玻
璃或塑料的手镯，也具有佩戴功能，也是‘真’的手
镯。染色后的‘帝王绿’，虽然和翡翠没什么关系，
但是单纯从颜色上理解，也是真的‘帝王绿’级别。
这种类似于诡辩的话术套路，会给消费者带来认知
上的误解。”该业内人士对记者说：“宝玉石‘高大上’
的命名，并不能够代表和体现其真实的价值，很多消
费者缺乏宝玉石产品的相关知识，因此存在着认知
上的偏差，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过度相信商家的介绍
和推荐。其实，分辨宝玉石品质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要求商家在销售产品时，出具权威检测机构出
具的鉴定证书。鉴定证书就如同宝玉石产品的‘配
料表’，各项指标清楚明朗，成分组成一目了然，只
有鉴定证书上给出的鉴定结论才能证明宝玉石产品
的真实品质。”

□ 左 鲤

临近春节，人们佩戴珠宝首饰的场
合逐渐增多。色泽鲜艳、璀璨夺目的珠
宝不仅可以为节日增添喜庆元素，也能
够彰显出个人独特的文化品位，穿金戴
银、珠光宝气是最能够体现生活的富足
与家庭的和睦的标志。但是，由于冬季
天气寒冷、干燥，不正确的佩戴方式也
会给珠宝首饰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北方的消费者在冬季喜欢泡温泉，
吃火锅和烧烤，但是一些娇贵的珠宝却
很惧怕高温，祖母绿、海纹石、绿松石、
猛犸象牙、珍珠、琥珀、蜜蜡等宝石遇高
温很容易脱水，甚至炸裂，紫水晶、托帕
石在高温或长期暴晒下色泽会变浅。
虽然，大多数宝石对温度的变化并不敏
感，但是镶嵌宝石的粘合部分却极容易
出现热胀冷缩的情况，冷热交替的温度
变化会引起镶嵌松动，尤其是爪镶的珠
宝首饰在冬季更要经常检查其牢固程
度，避免宝石脱落造成损失。因此，建
议消费者要充分了解相关珠宝首饰的
特性，对湿度、温度要求比较高的珠宝
首饰，建议妥善保存，给它们“放寒假”。

冬季穿着衣物普遍较多、较厚，一
些镶嵌款式比较复杂的珠宝首饰很容
易与衣服发生勾连、围巾缠在耳环上、
毛衣扯断项链、手套勾住爪镶戒面的情
况时有发生，有的消费者佩戴圈口比较
大的手镯，在摘手套的时候很容易造成
手镯脱手。因此，消费者可以尽量佩戴
一些工艺相对简单，款式偏重小巧的珠
宝首饰，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减少
首饰损坏的情况发生。

北方的冬季相对干燥，所以很多消
费者都会习惯性地涂抹各类脂类的化
妆品。然而化妆品也会对珠宝首饰的

“健康”造成威胁，如钻石、翡翠等。特
别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涂抹护手霜、身体
乳等护肤品的时候最好不要佩戴珠宝
首饰，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戒指、项链、手
链、耳环等饰品全部取下，涂抹好护肤
品后再佩戴。业内有个说法叫做“最晚
戴上，最快摘下”，出门之前所有的准备
工作做好后再佩戴首饰，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取下首饰，养成这样的习惯，才能
让您的珠宝首饰焕发持久的光彩。“人
养玉”与“玉养人”并不是要将珠宝首饰
每时每刻贴身佩戴，珠宝首饰也需要休

息，尤其要避免碰撞和接触油污。
建议收藏名贵珠宝首饰的消费者，

可以在立冬或者冬至前后对珠宝进行
一次专业的保养和清洗，向专业工作人
员了解一下冬天养护珠宝首饰的注意
事项，让您的珠宝首饰完美过冬。

此外，不正确的佩戴和收藏方式也会
让珠宝首饰受“内伤”。不论在任何季节，
佩戴珠宝首饰都要尽量避免与硬物碰
撞。很多消费者会认为，天然的和田玉、
翡翠等宝玉石的硬度很高，在日常的家务
劳动中即便发生了磕碰，也不会出现明显
的硬伤。但是，翡翠玉石一旦受到了碰
撞，就很容易产生裂痕，有些细微的伤痕
虽然肉眼不容易发现，但玉石内部的分子
结构已受到了破坏，这就是业内所说的

“暗裂”，随着佩戴时间的增加，汗液及外
部的污染物侵入玉质，伤痕就会明显暴露
出来，大大影响了玉器的佩戴效果和经济
价值。

同时，翡翠玉石的收藏环境也非常
重要。珠宝首饰要尽量避免随意摆放，
避免沾染灰尘。最好是放进首饰袋或
首饰盒内，避免在收纳过程中产生剐擦
和碰损。如果玉器表面出现灰尘，应使

用软毛刷进行清洁，擦拭玉器应使用干
净的白布，慎用染色布或纤维质硬的布
料。如果出现污垢或油渍吸附在玉器
表面，也不要使用化学除油剂进行清
洁，可以使用温凉的淡肥皂水洗刷之
后，再用清水冲净，而对于一些雕工细
致或镶嵌款式的玉器，还可以选择到品
牌专柜或专业公司进行深度保养。天
然玉石并不是“金刚不坏之身”，时常清
洁其表面的油脂、尘埃、汗液，有助于保
养和维持玉质的最好状态。

此外，翡翠玉石应在常温下保存，
保存环境要保持适宜的温度与湿度，不
可过冷、过热、过于干燥，否则会对玉石
造成伤害。有些消费者反映原本冰透
的玉质发生浑浊或干燥，就是出现了

“脱水”的现象，佩戴效果会大打折扣。
此外，近年来，“万物即可盘”成为

年轻消费者的新爱好，很多人会认为翡
翠、玉石在接触汗液、油脂后，会变得格
外透亮莹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不
是所有的玉器都适合“油盘”。一些白
度较高、冰感较强的翡翠玉石，如果接
触太多的汗液和油脂，就会影响其原有
的光泽和颜色。

□本报记者 贾淘文

本月初，一则“千万级”帝王绿翡翠戒指，在代购主播展示商
品时掉进河里的短视频引发全网关注。随着事件在网络上发酵，
大量主播在掉落翡翠的河道周围开启线上围观“寻宝”，各路未
经证实的消息也层出不穷。一名视频拍摄者称，附近有很多珠宝
公司做直播，事情的起因是一名代购主播为了给客户展示翡翠在
自然光下的效果，拿着翡翠将手伸出窗外不慎脱手，翡翠落到楼
下雨搭，经过反弹后坠落在商铺楼下的河道里。

最终，经历几天的不懈寻找，遗失的翡翠戒指终于“水落石
出”。广大网友不禁发出感慨：“‘千万级’的翡翠，一般人真是
拿命都赔不起啊！”

当事主播不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事件发生后，一位疑似当班代购主播现身直播间，向广大网
友哭诉：“翡翠脱手的一瞬间，自己都想跟着跳下去了。”

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发耀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
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但是，这
个赔偿责任应由主播任职的直播运营公司承担，当事的主播并不
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本次事件中，
如果是因为主播的过失导致了翡翠掉落河中，那么确实应该承担
相应的责任。

同时，在此次事件中有网友质疑，商家明知翡翠的价格昂贵，却
轻易地交给代购主播进行展示，是否也需要承担对于财产保管不当
的责任，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孙发耀律师表示，商家将贵重珠宝交给主播进行展示介绍过程
中，对于可能产生损失风险的因素，如果没有授权或者指示，原则上
商家是无责的。

消费者摔坏珠宝 经营者或担相应责任

易碎、怕磕碰是珠宝首饰产品的普遍特性，消费者在试戴过程中
因为一时不慎造成损毁的事件时有发生。此前有媒体报道过，一位消
费者在试戴玉镯时，因摘取时手法不当造成手镯“脱手”摔碎，对产品
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难以划分责任。

对此，孙发耀律师明确表示，消费者如果因过失行为对他人的财
产造成损害的，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受损物的市场价格来进行赔
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
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但是，消费者选购、交易商品过程中，因过失行为致商品毁损，经营者未尽到相
应安全保障义务的也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因为商家经营的是易碎、怕磕的珠宝翡
翠手镯等贵重商品，对其服务场所、配套服务设施设备安全可靠程度要求应比其他
一般商品更高。因此，商家对其经营服务场所安全保障应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以
防止或减少损害发生，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降低交易过程中因珠宝首饰意外坠落至
地面可能造成的损失。”

宝玉石价格无明确的参照标准，当消费者面对商家巨额索赔的时候，又该如何
界定出合理的赔偿金额呢？

孙发耀律师表示，珠宝玉石属于缺乏市场公允价格的物品，由于缺乏价格的比
较标准和依据，法院强加交易公平与否的事后评价有违民法的自愿原则。审判机关
应对平等主体间民商事交易中双方自我抉择、自我定价、自我担责予以充分尊重，以
此强调市场交易正常秩序和交易安全，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流转效率。如果产生
关于玉石价格方面争议的，可以由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但是相关机
构一般只负责对珠宝玉石的质量作出鉴定分级，而不对玉石作价值评估，玉石的具
体定价水平，目前确实并无可供遵循的法定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了物损的情况，商家和消费者（代购主播）
都具有‘被侵害’的属性，都是被伤害的对象。因此，造成物损后，交易的双方应本着
相互理解的态度，进行积极有效的协商。俗话说‘和气生财’，消费者（代购主播）既
要认同商家的经济损失，商家也应该理解消费者的苦衷，本着适当退让的原则，将损
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尽量将问题在最短、最快、最友好的前提下解决，避
免后续维权产生更高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孙发耀律师如是说道。

最后，孙发耀律师特别提示广大消费者，一定要明白“玉不过手”的道理。当你
拿起一件玉器之前，就应该明白“上手”之后所要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因此，面对名
贵宝玉石产品时，一定要持谨慎、仔细的态度，避免在存在未知风险的环境中检视
宝玉石品质，更不能采取“手递手”的方式进行商品传递与交接，从根源上避免因
人为过失造成产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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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首饰养护有讲究 珠宝也应“放寒假”

工人在打捞翡翠时的直播画面工人在打捞翡翠时的直播画面

主播正在展示“上古神兽”兽角制作的手串

直播间宣称的具有保健养生功能的“龙涎香” 带货主播盘点出的各类“奇珍异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