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线 上 直 播 间 到 线 下 门
店，看似光彩夺目的珠宝行业，
正遭受着鉴定证书造假之害。
记者调查发现，在珠宝首饰检
验检测市场上，假珠宝、假网
站、假检验人员、假检验检测机
构等各种“假”扰乱市场秩序，
正规检验检测机构遭受冲击，
消费者维权难。

以为捡漏
实则被坑

“这块料子非常透，出货很
漂亮。”听着直播间主播介绍自
家翡翠的产地及所有相关证书
后，从来不玩翡翠的王霞（化
名）便尝试私信主播购买。

“不论问什么问题，主播
都会详细解答，把我要看的地
方展示在镜头前，骗取了我的
信任。”王霞告诉记者，随货品
一并寄来的“鉴定证书”显示
该商品为天然翡翠，但送往正
规珠宝检测机构复检后，显示
该商品为翡翠（处理），行业内
俗称“B 货”。“3000 多元的翡
翠，实则 300 元都不值，被坑
惨了。”

记者发现，在一些销售珠
宝的直播间里，充斥着所谓“福
利”“捡漏”“交朋友结缘”等售
价十几元至几十元的和田玉、
翡翠、玛瑙等珠宝，这些珠宝均

附带“鉴定证书”。当部分消费
者将“捡漏”买到的“珠宝”送到
正规机构复检后，却发现是不
值钱的仿冒品。

正规检测机构也是假证受
害者。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是
全国重要的玉制品销售、集散
中心，从事玉雕产业的人员超
30 万。一家玉石质量检测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每
天至少检测上千件珠宝，但在
消费者上门复检的过程中，发
现存在“套证”甚至假冒其公司
鉴定证书的问题。

“镇平县玉石市场上六成
以上是和田玉，不过因品质不
同，一个和田玉手镯的价格从
一两百元到上万元不等。”该负
责人说，一些人为了暴利，进行
以次充好式“鉴定”，一些线上
平台的经营者更有意引导消费
者线下交易，以逃避监管。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国家珠宝首饰质量检验检
测中心（重庆）副主任王璇告诉
记者，近期消费者来检测中心
复检的珠宝多为从网络直播间
等线上渠道购买，存在少部分
商家附带的“鉴定证书”上图
案、验证码、网址等全套都是假
的情况。“消费者购买的部分珠
宝玉石品质与直播间或网页中
宣传的不符，有些商品虽非假
货，但品质欠佳，实际价值远低
于其所宣传的价值。”

根本不检测
直接印证书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在
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购买珠宝
时，一些商家提供的鉴定证书
有的是假冒正规检验机构非法
印制，有的则直接伪造一个根
本不存在的检验机构非法印
制，更有一些商家称“想要什么
鉴定结果就有什么结果”。

在某购物平台上，输入“珠
宝鉴定证书”词条，页面涌现出
众多每件价格低至几元的珠宝
鉴定证书，上边不仅盖有检验
鉴定专用章，还写有“国家实验
室认可”“国家计量认证”等字
眼。

记者随机与一家名为“珠
宝鉴定中心”的店铺联系，称想
为一批锆石买 1000张培育钻石
的鉴定证书。店主答应并发来
几张落款为“中金国检金银珠
宝检验检测中心”的鉴定证书
样品，只需提供“白底图、重量、
材质名称”等信息即可。经讨价
还价，店主最终同意以每张 4元
成交。

“你只需要发送实物照片，
产品重量自己估算，你要什么鉴
定结果，证书就写什么结果。”一
名售卖假鉴定证书的网店客服
说。

记者走访还发现，一些珠
宝市场的线下商铺表示可为购
买的商品提供鉴定证书，价格
为每张 20元到 100元不等。“现
在珠宝市场门槛低，检测机构
多，一些机构甚至根本不检测，
直接给你印证书。”一位业内人
士直言。

各种“假”
亟须整治

“自己鉴定要花好几百元，
实在是太费精力了，只能吃哑
巴亏。”一位消费者表示，网购
商品后，如果不去权威检测机
构复检，很多直播间都拒绝退
货，而复检费用只能由消费者
自己承担。

针对假珠宝和伪造鉴定证
书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珠宝
市场健康发展的问题，相关珠
宝行业受访人士提出以下建
议。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提高
违法成本。珠宝业受访人士建
议，进一步完善针对珠宝鉴定
证书造假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
法规，明确法律责任和处罚标
准，依法严惩制造和销售伪造
证书的行为。

二 是 推 动 行 业 标 准 化 进
程，完善珠宝检测标准体系，提
升检测技术水平。王璇等业内

人士介绍，每个品种的珠宝都
有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如密度、折射率、红外光谱等，
检验师通过检测仪器得出的检
测数据，经综合分析后得出鉴
定结论，结合数字加密技术可
生成唯一的防伪标识；消费者
可通过专门的应用程序，如全
国珠宝玉石首饰鉴定报告查询
平台，扫描珠宝鉴定证书上的
二维码或 NFC 标签，获取详细
的检测信息，确保所购产品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市场出现
的新品类、新的合成及处理方
法，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加快研
究科学检测方法，并针对不同
检测需求，推动制定统一检测
标准和技术规范，提高行业整
体水平。

三是加强市场监管，保护
消费者权益。国家珠宝玉石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上海实验室顾
问刘厚祥认为，我国珠宝检测
行业整体上是一个管理有序的
市场，有一套较完备的国家标
准体系，但目前线下旅游景点、
线上直播间和电商平台等，成
为制假售假泛滥的重灾区，亟
须整治。他建议，线上平台加强
对入驻商家的审核，确保其具
备合法经营资格和专业鉴定能
力，并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和
售后服务体系，及时处理消费
者 投 诉 ，保 护 消 费 者 合 法 权
益。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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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座城市见证永久的爱和幸福
结婚、订婚、添丁、生日、升学、乔迁、贺寿、金婚、银婚、家庭聚会等一切喜事，均可刊发。

家有
喜事

一些机构根本不检测，一份假证书只要4元

珠宝鉴定造假该管管了

全国爱卫办近日发布《睡眠
健康核心信息及释义》，提出中
小学生每天需要睡眠 8小时至
10小时。

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中小
学生每天睡眠时长不足 8小时；
有的孩子睡得晚、起得早，白天
全靠咖啡撑。怎么才能让孩子睡
个好觉？

晚上11点睡
早上6点多起

“每天差不多能睡 7小时。”
贵州黔南州某中学一名初二学
生的家长说，孩子每晚 9点半左
右到家，10点50分左右入睡，第
二天6点就要起床。

西安市某中学初一年级学
生家长李安（化名）也反映，儿子
每晚 11点多睡，早上 6点 50分
起床，中午一般不午休，每天睡
眠不足8小时。

吉林长春一名学生家长楚
琳（化名）说，身边的初中生基本
都在晚上11点睡觉，早上6点半
就得起床，只有少数人能保证每
天睡眠9小时。

记者日前利用网络平台进
行了“中小学生睡眠时长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 1426 份。调查
结果显示：77.19%的受访小学生
家长反映，孩子每天睡眠不足 9
小时；72.34%的受访初中生家长
称，孩子每天睡眠不足 8小时；
62.5%的受访高中生家长表示，
孩子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

《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3》
研究发现，学生群体每晚平均睡
眠时长为 7.74小时。《2022中国
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初
中生的实际睡眠时间平均为
7.48小时，小学生为7.65小时。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
医学科主任冯霞介绍，长期睡眠
不足会导致中小学生记忆力、注
意力、反应和思考能力等认知功
能受影响，学习效率降低，出现
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的概率
会增大。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黄
晓寒说，中小学生长期缺觉还会
导致发育迟缓、免疫力下降，增
加肥胖和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
病风险。

睡眠时间去哪儿了

为何部分中小学生难以保
证充足的睡眠时长？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9.37%
的受访家长认为，作业多是孩子
睡眠时长不够的主要原因。

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校要合
理调控学生书面作业总量，避免
学生回家后作业时间过长。

然而，一些学校五花八门的
作业加重孩子负担。李安说，最
近小孩中午都要喝咖啡赶作业，

“作文、背诵、试卷改错、预习、总
结、思维导图，各类作业加在一
起，怎么都要 11 点后才能睡
觉”。

楚琳说，孩子平时有不少需

要打卡的作业，以及让家长自行
带孩子复习等隐形作业，每晚要
花二三十分钟才能完成。

“校内学走路，校外学跑
步”，一些学生因教考不匹配而

选择在校外补课。上述问卷结果
显示，24.89%的受访学生家长表
示，课外培训作业多是孩子睡眠
不足的原因之一。

因为担心没有一技之长、难
以脱颖而出，一些家长给孩子报
了不少兴趣特长班。北京小学生
笑笑（化名）每晚 7点后才能练
琴，通常要练一个半小时，还有
其他兴趣班的内容要复习，每天
都觉得睡觉时间不够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张衍认为，除学习
压力外，夜间照明时间增长、噪
音增多等环境变化，也会影响睡
眠。

此外，40.25%的受访家长反
映，沉迷手机导致孩子睡眠不足。
贵阳市民闻女士说，儿子5岁开始
接触电子产品，如今已是“资深用
户”。“我不督促的话，他就能一直

玩，把睡觉的时间都耽误了。”

让孩子睡得好
我们还能做什么

近年来，教育部从统筹安排
学校作息时间、防止学业过重、
合理安排学生就寝时间等多方
施策，推动学校、家庭及有关方
面共同努力，确保中小学生有充
足的睡眠时间。

2024 年底以来，福建省龙
岩市新罗区和武平县教育局先
后出台规定，小学生如晚上 9点
半仍未完成家庭作业，可停止做

作业及时就寝，第二天交作业时
向老师说明情况即可。

目前深圳市已有 200 多所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现午休“躺
睡”，覆盖学生近 30万人。浙江、
江西和贵州等多地中小学也有
类似举措。

不少受访家长提出，学校要
提升课堂教学和作业质量。“尽
量少布置简单重复的作业。”山
东一学生家长说。

张衍等人建议，要把学生身
心健康放在首位，进一步有效落
实“双减”政策。要促进本地和区
域间教育均衡发展，缓解家长因
担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产生的
教育焦虑。

在冯霞看来，午睡是对中小
学生睡眠时间的有效补充，建议
各地因地制宜，通过购置“可躺
式”课桌椅等方式，保障中小学
生享受“舒心午睡”。各地教育部
门要将学生睡眠质量纳入学校
考核指标，严禁教师占用午休时
间考试补课。

黄晓寒建议，家长要为孩子
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要按时
关闭电子设备、调暗灯光，避免
睡前过度兴奋。”她说，家长也要
以身作则少熬夜。有调查显示，
家长熬夜刷手机的家庭，孩子晚
睡概率增加2.7倍。

此外，要严格管控中小学生
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长。相关部门
与网络平台等需进一步完善科
技手段，帮助家长有效管理屏幕
时间，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据新华社

你家娃每天睡几个小时？
——部分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现象调查

20242024年年1010月月1212日日，，贵州省正安县第四小学的学生贵州省正安县第四小学的学生
在在““可躺式可躺式””课桌椅上午休课桌椅上午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