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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竟是玻璃造 专家提醒藏家多学习避免上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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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料作伪

        近日，多位刚步入收藏圈的读者向本报记者提出，希望帮助寻找相关专家，对他们近期购

买的白玉进行鉴定，以辨别优劣。记者请济南市工商联常委、山东省宝玉石协会常务理事郑伟

先生对部分玉器进行了鉴定，并对几种常见的白玉作伪现象进行了讲解，提醒藏家避免上当受

骗。   

        人造籽料作伪   

        “像这块就是人造籽料做的，不是天然的。”郑伟指着一块玉石说。在记者看来，这块玉

晶莹剔透，怎么会是假的？郑伟介绍，天然籽玉表皮在河流中经水冲、砂磨，既润泽又到处充

满像皮肤毛孔一样的细小砂眼，形成的是凹凸不平的麻皮坑，并且外形弧线非常自然，而人工

的假籽玉必然会留下生硬的痕迹，像这块玉，就有磨制后的痕迹——棱角。这种作假的方法通

常是：把山料玉或其他相似玉石甚至大理石等切割打磨成形同籽玉的外形，以次充好。   

        造假的人工皮色   

        “这件青海白玉山子雕，皮色是人工做上去的。”郑伟指着另一块玉石说。在常人看来，

这是一块带点枣红色皮的山子雕，雕工也比较仔细，难道这也是假的？郑伟说，色皮指籽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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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带有黄褐色或其他色泽的一层很薄的皮，系氧化所致。这种次生的色皮都是大自然的天然造

化，千姿百态。有的为朵云状，有的为弧线状，有的为散点状等，而且有各种不同的颜色，这

种带皮色的籽料，比不带皮的籽料价格高出许多。   

        郑伟说，一般做假色皮的方法是对玉料高温烧热，而后放入深色的颜料等，在化学染剂中

浸泡，使其浸入变色。作假的皮色一般给人的感觉是颜色生硬，不活，不自然，由于运用高

温，原材料表面所产生的裂纹中吃进的颜色也不自然，同那些受大自然熏陶和氧化而形成的天

然皮色相比完全不一样。   

        玻璃也冒充白玉   

        “这是冒充白玉的料器(玻璃)，有强烈的玻璃光泽，属于材料作伪。”郑伟指着另外一块

玉器说。他介绍，因为新疆白玉价位高涨，就出现了以独山玉、岫玉、密玉、晶白玉之类的玉

石，甚至将青玉石(阿富汗石)、汉白玉作假，冒充新疆白玉，更有甚者竟以玻璃(业内称料器)

来冒充白玉。他说，与玉石相比，料器透明度高，玉性差，缺乏温润缜密感，扣之也听不到清

越之声；如用放大镜观察，会看到小气泡。同时，料器因是浇注而成的，所以大都没有雕琢的

痕迹，局部刻画也较为粗糙、呆板，文化内涵不足。料器比玉石轻，硬度也比玉石低；而且料

器在烧制时留下的热浪纹痕迹，玉器没有。   

        郑伟提醒初涉收藏的爱好者：应该多接触实物，“眼观”、“手摸”、“耳听”，不要盲

目轻信，多向有长期实践经验的行家请教，才能少走弯路，避免上当受骗。

料器冒充白玉

潇潇吾事-----吴 组图：新加坡

《美术报》首 大漠寻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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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玉品牌集体亮相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图） 2010-04-15

·赏心悦目 价值3.6亿!绝世翡翠珍品亮相西安(图) 2010-04-15

·煤老板30亿巨资入缅“炒翠” 翡翠或面临跳涨行情 2010-04-15

·玉镯吸引藏家眼球 女性新宠 升值潜力不容小觑（图） 2010-04-14

·“和田籽玉”少之又少 玉市如风投资行情看涨(图) 20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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