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定人说】

随着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

高， 购买和收藏古董、 奢侈品等高价

值物品的消费行为逐渐成为很多普通

民众生活和投资的一部分。 然而， 在

纠纷发生时， 如何证实所持有的物品

即为当时购买之物， 往往成为解决纠

纷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难题。

在这类争议中， 物像鉴定技术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该技术能够通

过细致地分析和比对， 揭示物品的唯

一性特征， 进而确定当事人持有的和

当时留下的影像资料中的物品是否为

同一物品。

以张先生的案例为例， 正是通过

对手表照片和实物进行细致地对比分

析， 才得以证实持有的赝品手表与专

柜售出的手表为同一物品， 从而维护

了张先生的合法权益。 在红木案中，

通过对比封存现场的视频资料和现存

木材的详细采样信息， 克服了时间跨

度长、 木材特征变化等难题， 成功找

到了匹配木材， 为案件的公正审理提

供了确凿的证据。

此外， 物像鉴定技术的精妙之处

还在于其能够捕捉并分析物品的细微

特征， 无论是手表的表盘、 表链， 还

是木材的截面和纹理， 均能成为鉴定

的关键线索。 这一技术在涉及书画作

品、 奢侈品、 工艺品、 高级家具、 模

型手办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

用， 为解决纠纷提供了科学、 客观的

依据。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声像和电

子数据鉴定研究室副研究员：卢启萌）

1. 消费者在购买高价值物品时

可以同步拍摄相关影像资料和所在场

所、 时间等相关信息。

2. 拍摄的影像资料要能清晰反

映物品特征， 为后续进行物像鉴定提

供可能。

3. 必要时， 对购买过程进行公

证 ， 或在不影响物品价值的位置进

行标记等 ， 也是防止后续争议的手

段。

闺蜜是落魄豪门千金？ 为了骗钱编的！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马凯

与老板处成闺蜜， 继而编造豪

门身世骗取巨款。近日，徐汇警方在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中破获一起

诈骗案，涉案金额 100 余万元，犯罪

嫌疑人黄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我拿她当闺蜜， 没想到她竟

然骗了我这么久。” 今年 7 月， 李

女士在儿子的陪同下向徐家汇派出

所报案称， 她的前员工黄某在数年

内竟骗取了她 100 余万元。 这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五年前，

经营着一家家政公司的李女士招录

了黄某作为派单员。 见黄某的年龄

与自己相仿又离异单身、 居无定

所， 李女士便让黄某住在自己公司

内， 而黄某也会隔三差五送礼物或

者请李女士吃饭表达感激。 李女士

觉得身边都是年龄偏大的家政服务

员， 难得与同龄人黄某挺合得来，

一来二去， 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谈的

闺蜜。

在一次聊天中， 黄某故作为难

地对李女士说起自己的烦心事。 黄

某称自己的亲生母亲在香港， 姓

黎， 是个富商， 刚刚去世不久。 她

在上海的母亲其实是她的养母， 养

母的亲生女儿叫周莉。 黄某说自己

从小就被生母遗弃在上海， 家人们

也不让她和生母相认。 但最近有警

察联系她说周莉冒名顶替她去香港

继承生母产业时被抓了， 导致生母

黎某名下所有资产， 包括在全国的

上百套房产、 几十亿资金都被警方

冻结。 接着， 黄某话锋一转就要问

李女士借钱疏通关系、 解冻资产。

深信黄某的李女士也没多二话， 就

转了 30 万元给黄某救急。 此后， 黄

某又以要支付继承税费为由， 向李女

士借了 20 万元。

没多久， 李女士接到一位有着粤

语口音的女子来电， 自称是黄某在香

港的姨妈， 恳求李女士照顾好流落在

外的黄某， 等自己姐姐资产解冻后会

加倍偿还。 而这， 也是黄某为了稳住

李女士想出的花招。

“当时因为她一直都在我这里工

作， 又说这个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我

就没让她写欠条。” 很快， 李女士的

现金不够了， 黄某就开始哀求她办信

用卡套现， 把钱借她。 就这样， 李女

士先后办理了 11 张信用卡。 一开始，

黄某还会通过借记卡或支付宝把钱转

还给李女士， 时间久了， 她就开始有

一笔没一笔地赖账了。

再好的闺蜜情， 在久拖不决的巨

额债务前也难免生疑。 不查不知道，

截至案发时 ， 黄某竟已向李女士

“借” 了 100 余万元。 李女士随后辗

转联系了黄某的“养母” 温女士， 她

毫不留情地戳穿了黄某的谎言。 原

来， 温女士就是黄某的亲生母亲， 黄

某撒谎成性又爱慕虚荣， 早年投资失

败， 家里为了偿还她的债务已经倾尽

了所有， 双方早已不联系。 温女士表

示自己也无力约束黄某， 更无力再担

新债了。

接到报案后， 民警通过各种途径

证实了李女士的说法， 并于今年 7 月

将黄某抓获。

尽管一开始黄某百般辩解为自己

开脱， 但在种种证据面前， 她还是难

以自圆其说， 承认了犯罪事实。 目

前， 黄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二手“绿水鬼”是李逵

还是李鬼？

张先生是一位手表爱好者，

2020 年的一天， 在二手市场偶然

觅得一款奇货可居的“绿水鬼” 手

表， 斥资 7.5 万元买下， 激动之余

当场拍照发了朋友圈炫耀。 可“懂

行” 的朋友看见了， 指出该手表可

能并非真货， 张先生越看越觉得这

块手表与正品存在差距， 拿到品牌

商官方检验后证明果然是赝品。 张

先生持检验报告前往购买手表的商

场专柜讨说法， 专柜认可检验报告

的结论， 但矢口否认送检手表是自

己售出的那一块， 拒绝赔付。

如何证明张先生送检的手表和

从专柜购买的是同一块手表呢？ 这

时， 张先生在购买现场拍的照片派

上了用场。 张先生报案后， 公安机

关将照片和手表送至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进行鉴定。

鉴定人通过分析现场拍摄的手

表照片和送检手表发现， 送检样本

手表在表盘、 表链等处存在刮擦、

磨损痕迹及瑕疵。 将样本手表与照

片中的手表比较检验发现： 两者在

表盘样式、 字符， 表针样式， 表壳

刻度内横纹、 顶部三角内半球体位

置， 表盘玻璃垫圈处划痕， 表链刮

伤、 磨损等特征上存在诸多符合，

两者特征的符合点量多质高， 特征

总和反映了同一手表的特点。 检验

结果证明张先生送检手表就是当日

从专柜购买的手表。 最终， 张先生

获得了赔偿。

50根珍稀红木原木去

了哪里？

红木作为珍稀木材， 是许多木

质藏品的原料。 5 年前，两家企业发

生债权债务纠纷， 作为案件标的，

300 余根红木木材原木被固定封存

在某露天仓库中并贴有封条。当时，

法院根据案值判决其中的 52 根木

材原木归其中一家企业所有。

临近结案时， 该企业与另外一

家红木企业之间发生另一起债权债

务纠纷， 约定将前一起案件中封存

的木材原木作为无法执行债务时的

抵扣物直接处理。 但就在拍卖前

夕， 债权企业提出该批红木在法院

封存期间被调包， 用价格便宜的大

叶紫檀替换了价格昂贵的小叶紫

檀， 继续拍卖将使其受到严重的经

济损失。

债务企业为证明该批木材是原

被封存木材， 申请对现存于其工厂

仓库中的木材原木与第一起诉讼中

法官拍摄的封存现场视频中的木材

原木进行对比， 试图在木材堆中，

找到散落各处的 52 根木材。

接受委托后， 鉴定人首先对 5

年前的样本视频和现有的检材情况

进行了预检。 从视频上看， 当时是

手持执法记录仪类设备拍摄， 随着

拍摄者的走动， 视角位于木材顶部

俯视向前推进， 可以看见位于上部

的木材的一个截面和裸露在外的部分

侧面的木纹细节、 位于下部的木材的

部分截面细节。

鉴定人安排现场取样， 在叉车和

十余名搬运工人的帮助下， 将 52 根

待检木材的两个截面和圆周侧面， 以

与样本相似俯视角的 360 度旋转角度

进行了全面采样。 此后， 再对检材和

样本中的所有木材截面进行分类、 细

化、 标识， 层层筛选， 并充分考虑 5

年间的搬运、 虫蛀、 落灰、 形变等变

化因素， 最终， 在样本视频中找到了

匹配的 50 根木材， 消除了债权企业

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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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像鉴定：巧辨真假藏品的“罗生门”

正所谓， 盛世古董， 乱世黄金。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各种珍

贵的收藏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然而面对“货不对板” 的情况， 谁又能解开这个

“罗生门” 呢？ 记者日前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了解到， 该院通过先进的物像鉴定

技术， 为收藏爱好者解决了后顾之忧。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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