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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法 素 圈 足 金 手 镯
“注了水”

10 月 23 日，彭佳在网络
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注水黄
金手镯。这是她 9月 15日在
深圳旅游时，从国内最大黄
金珠宝交易集散地——深圳
水贝的一间柜台购买的一件
古法素圈足金999手镯。

当日水贝金价每克 588
元，工费每克 10元，这只手镯
重 49.18 克，共花费约 2.9 万
元，价格足足比当天品牌专柜
同样克重的手镯低 8000 多
元。

省下一大笔钱的彭佳并
不放心。深圳水贝有大大小
小上百家检测机构，她交了25
元检测费，将手镯送检，大约1
小时后，她拿到了检测结果：手
镯含金量大于或等于 999‰，
克重为 49.17 克，误差在 0.01
克以内。彭佳这才放心，相信
自己真的“薅到了羊毛”。

买镯子后一个月，因为
金价持续走高，再加上第一次
购买非品牌黄金首饰心里不
安，她将这只手镯送往一家奢
侈品回收店，希望能卖个好价
格。当工作人员剪开手镯的
一瞬间，彭佳懵了：手镯内流
出了疑似是水的透明液体。
黄金回收工作人员告诉她，她
在水贝做的检测只能检测饰
品表面含金量，“骗骗外行。”

不少消费者在线上渠道
买到假黄金。在网络投诉平
台上输入关键词“假黄金”，出
现 8000余条相关投诉，其中，
多数情况为在网络购物平台
的直播间或商铺购买黄金，收

到货几个月后发现黄金造
假，但此时商家已经跑路，由
于超出退货期限，消费者难
以获得赔偿。

除了“掺假”，更恶劣的
厂家、商家干脆制售“假黄
金”，把色泽、质感与黄金相似
的合成金属刻上“足金 999”
字样，当做黄金销售。常见
的有越南沙金和南非锡金，
每克成本价约为七八元。

不少像彭佳一样的普通
消费者将鉴定证书视作“定
心丸”，但贵金属鉴定有很强
的专业门槛，一些商家和检
测机构利用信息差，用鉴定
证书替“掺假黄金”背书。

王辉介绍，单件送检的
黄金饰品一般只能测表面，
剪开后也只能检测截面的几
个点，水贝的上百家检测机
构中绝大部分都是私企，检
测的仪器多为几万元的国产
光谱仪，精度有限，而黄金造
假技术高超，一个手镯可以
拼接十节造假，即便截断检
测，每一节的截面都可以点
测出黄金，混在其中的其他
金属很可能检测不出来。

“最有说服力的检测方
式是将黄金熔成金水，送权
威机构，用德国进口光谱仪
检测。”王辉说，但这些机构不
对接个人委托人做上述破坏
性检测，普通消费者不具备
足够的检测条件。

回收店验金无数也会
看走眼

普 通 消 费 者 难 以 辨 别
黄金真伪，就连验金无数的
黄 金 回 收 商 家 ，偶 尔 也 会

“看走眼”。
陈峰是广州市花都区一

家品牌金店的加盟商，店里
也回收旧黄金。9月 3日，陈
峰的合伙人独自看店时，一
个 20 来岁、福建口音的男子
来到店里，要卖一对“家里长
辈传下来的”30 多克的“纯
金龙凤镯”。手镯颜色较一
般黄金偏浅，表面呈磨砂质
感，符合“老金”的特征。

陈峰的合伙人按验金常
规流程把手镯剪成几段，用
高温火枪将手镯烧至熔融状
态。如果是足金会变成赤红
色，纯度低的黄金颜色会变
黑或变青。一套流程操作下
来，熔融状态的手镯没有异
常，陈峰合伙人按当日金价
给 了 男 子 2 万 多 元 。 几 天
后，陈峰把回收的黄金送至
工厂，工厂将黄金熔化后，发
现其中含有大量黑色杂质，
工厂的光谱仪检测结果显
示 ，这 批 黄 金 含 铼 量 高 达
40%，这次“看走眼”造成的
损失超过 1万元。

铼，是一种熔点高、密度
高的重金属，每克十几元，硬
度高于黄金。正因如此，掺
铼黄金剪开时能感觉到硬度
高，烧熔时截面不像足金会
呈现出一个完美的液滴，而
是呈毛刺状，上面还会有黑
点状物质。

“看走眼”的不只陈峰合
伙人一个。

就在两个月前，湖南省
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接到
辖区多个寄卖行负责人报
警，其高价回收的“千足金”
首饰，经仔细检查后发现为
掺铼黄金。民警很快抓获
了 3 名嫌疑人，经调查，这个
3 人团伙在今年 5 月至 7 月
筹集资金购买设备，将黄金
和金属铼按照一定比例混
合 ，制 作“ 黄 金 饰 品 ”20 余
件，在湘潭、浏阳等地区的
寄卖行，将纯度较低的黄金
饰品当做足金出售，实施诈
骗，涉案金额 20余万元。

网 售 仿 金 饰 品 刻 着
“足金 999”

相对于掺假 的 低 纯 度

黄金当足金偷着卖给不知
情的消费者，另一类商家则
在 电 商 平 台 直 接 以“ 假 黄
金”为关键词，销售自家的
仿金饰品。

这 类 商 家 不 少 直 接 以
“假黄金火烧不变色 15 元 1
克”来引流，直播画面也打着

“非黄金”字样，直播间内的
师傅，身穿写着“非黄金”“合
金材质”的围裙，对仿金饰品
进行火烧、截断、熔化、沉水
等操作，以此来证明其跟真
金一样的物理特性，“一般人
看不出来。”

画面内还有主播对师傅
的操作进行讲解，介绍货架
上的各种仿金饰品。主播还
特意强调，这些饰品可以自
己戴，也可以送朋友，但不能
拿去卖骗别人。

虽 然 店 家 已 经 明 示 为
“假黄金”，但在“有心人”面
前，这些刻着“足金 999”，有
着“金店同款包装”的仿金饰
品，已经成为骗局的重要工
具。

除 了 直 接 售 卖“ 假 黄
金”，一些商家还打着“揭秘
假黄金骗局”的幌子，借由各
种检验黄金的土方法介绍新
型仿金材质的神奇之处：“这
种假黄金切开里面也是金色
的，放水里秒沉，吸铁石吸不
住，水洗不掉色、不过敏”，

“持续加热后熔化成金水，过
水后又变为金黄色。”

视频尾声，旁白隐晦点
出：“有些商家拿它当真金
卖，其实这种材料只要 15 元
一克……”紧接着展示“神奇
材料”制成的各式金灿灿首
饰。别有用心的人收到“暗
示”，点进发布视频的账号主
页，就能通过置顶视频中联
系方式，购买仿金饰品。

买黄金怎样才能避坑？

虽然深圳水贝市场很多
展厅和柜台都贴着“假一赔
三”的标语，甚至有商家提出
假一赔十，但买到注水金手
镯的彭佳发现，别说“三倍赔
偿”，可能连实际损失都很难
追讨。

买到注水黄金手镯后，
彭佳在网络发帖记录维权过
程，一些水贝商家在评论区
留言，称卖家是无辜的，是黄
金回收商家在剪黄金时做手

脚注水并“偷金”。彭佳
并不相信，“在场有几人
见证，剪开时水就流出来
了，我们都很吃惊，他不
可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完
成 注 水 和 偷 金 两 个 动
作。”

她 把 在 水 贝 购 买 手
镯的证书、照片、收据等
凭证和回收店验金时发
现手镯注水的监控视频
提交给深圳市市场监管
局，对方回复：现有证据
无法认定商家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情形，决定不予
立案。

王辉透露，一些不良
商家违反国标文件，故意
不标厂家号，以这样的手
段规避售卖掺假黄金的
法律责任，“商家直接来
一句，你如何证明掺假黄
金是我的货，反咬你一口
敲 诈 勒 索 ，你 拿 他 怎 么
样？”

对 于 如 何 才 能 尽 量
避免买到假黄金，王辉提
醒 ，在 非 品 牌 专 柜 买 黄
金，首先要看黄金是否标
记厂家代号。“当然有些
商家也会伪造大品牌厂
家代号进行销售。”王辉
说，对消费者来说鉴定证
书是最后一道保障，但黄
金鉴定专业化强，机构鱼
龙混杂，认知门槛较高，
消费者自己送检容易踩
坑，所以买黄金还得认准
能够出具 NGTC 等权威
机构鉴定证书的商家。

有 三 十 余 年 执 业 经
历的知名维权律师王良
斌表示，黄金这类贵金属
鉴别门槛较高，消费者举
证难度较大，容易陷入维
权困境，法律规定的退一
赔三很难实现，多数情况
下只能不了了之。正因
如此，行政执法部门应该
积极作为，维护健康的市
场秩序。

王良斌建议，消费者
购买黄金时要保留发票、
收据、鉴定证书，将商品
与商家招牌和柜台合影，
最好能拍摄视频，确保能
证明在此时此地购买了
这件商品，作为日后维权
索赔的证据，规避买到假
货的风险。 刘思维

每克15元还提供“足金”鉴定书？

揭秘假黄金骗局揭秘假黄金骗局

上图：左侧为 NGTC
检测结果，中间为造假商
家附带的假证书，右侧为
假黄金手镯。

左图:彭佳的手镯剪开
后流出液体，液体排空后，
手镯重量缩水。

都听说过肉注水，没承想，黄金也能
注水。

来自上海的彭佳，眼看 10月的黄金价
格一路走高，就拿着一个月前购买的足金
999 手镯，去一家回收店准备卖掉。当工
作人员剪开手镯的一瞬间，大家都懵了：
手镯内中空部分流出了疑似是水的透明
液体。

据了解，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黄金真
伪，连经常回收黄金的商家也会“打眼”受
骗。这些被骗的案例五花八门，除了注
水，市场上还有掺铜、银、锡等金属的低纯
度黄金，甚至还有用各种合金冒充的、不
含一点黄金的纯假黄金。这些低纯度黄
金或假黄金，被不法商家配以足金鉴定证
书和品牌包装，坑蒙消费者。

彭佳购买手镯后的鉴定证书显示手镯材质为足彭佳购买手镯后的鉴定证书显示手镯材质为足
金金，，事后她得知检测结果仅为手镯表面含金量事后她得知检测结果仅为手镯表面含金量。。

当前黄金饰品市
场，各类销售主体多，
品牌多，黄金饰品的
品类也多，且各种销
售模式覆盖了线上线
下，要实现对全行业
的“净化”，的确存在
难度。但就实际情况
看，有些监管漏洞，还
是应该也可以加以针
对性补漏。

比如，加大对黄
金饰品销售市场的常
态化监督执法力度，
对一些违反国标、故
意不标注厂家代号等
信息的产品，及时下
架处理，并依法追究
相关商家的责任，应
该说是可以实现的。

一般来说，黄金
销售门店都比较显眼
和集中，相关的排查
若能够形成常态化趋
势，至少能对一些商
家明面上的违规违法
操作形成有效震慑。
同时，这也能够缓解
消 费 者 维 权 难 的 困
境，最终便有利于遏
制商家掺杂掺假、售
假的侥幸心理。

此外，大量资质
存 疑 的 黄 金 检 测 机
构，随意出具虚假检
测证明，也是“假黄金
当 足 金 ”的 重 要 帮
凶 。“ 一 张 证 书 一 块
钱，一证一码，什么证
书都可以出”，一些看
起来相当正规的检测
证明，“扫描出来的网
站、内容都是假的”。

这般随意炮制、
唾手可得的山寨检测
证书，为商家的“假黄
金”背书，不仅误导消
费者，实际上也大大
降低了商家“售假”的
成本。若能够顺藤摸
瓜，加大对鉴定检测
市场的规范，将一些
不具备正规资质和能
力 的 鉴 定 机 构 及 时

“出清”，便有望提升
下游黄金饰品生产、
销 售 环 节 的 造 假 成
本，从而遏制整个行
业集体“弄虚作假”的
不良风气。

相关的市场监管
“成色”，理应与黄金
本身的价值及其承载
的信用期待相匹配，
及时出手遏制掺杂掺
假、虚假宣传的市场
弊病。与此同时，也
要加大黄金消费“科
普”，减少消费者遭遇

“假黄金”的风险。

辨别“水黄金”

不能只靠消费者
□吴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