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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老挝石的定名
——解读 GB/T 16552《珠宝玉石 名称》

金玉振

提要 国标《珠宝玉石 名称》4.1 规定：珠宝玉石的定名 ⑴ 应

按附录 A中的基本名称…进行确定;⑵ 附录 A中未列入的其他

矿物(岩石)、材料名称可直接作为珠宝玉石名称;⑶ 附录 A中

未列入的其他名称，使用时应加括号并在其前注明附录 A中所

列出的同种矿物(岩石)或材料的珠宝玉石名称,如“石英岩（贵

翠）。对天然玉石，4.1.1.2 规定：直接使用天然玉石基本名

称或其矿物(岩石)名称定名，巴林石如此，老挝石也应如此。

传统的宝玉石，国内多习惯以原产地命名，如四大名石

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巴林石等都是以产地命名的。其

他国内新出现的石种也大多是以产地定名的，如西安绿、丹

东石、漳州石等等，这本就是件很顺理成章的事。但有种石

头入市很特别，它先是“来自泰国叶蜡石矿的工艺叶蜡石”、

后又是“越南石”、“老挝石”。外来石进入福州市场本是

件很平淡的事，过去有将来也肯定会有。但“老挝石”大规

模登陆福州却有强大的舆论背景，一些网文称“来自泰国叶

蜡石矿的工艺叶蜡石（世界矿物岩石学界统称为寿山石）”、

“工艺叶蜡石因此得名寿山石”、“寿山石中的寿山，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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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地名的意义，这已在《珠宝玉石 名称》国家标准中予

以了规定”，所以“老挝石标寿山石不存在售假”等等。事

实真是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真有“世界矿物岩石学界”把“工艺叶蜡石”“统

称为寿山石”这回事，那么按此说法，青田石是不是也“统

称为寿山石”，巴林石是不是也“统称为寿山石”。那中国

宝玉石协会为何不与“世界矿物岩石学界”接轨，还评什么

“四大名石”呢，把“四大名石”也“统称为寿山石”，大

家都叫“寿山国石”，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只怕“世界矿

物岩石学界”把“工艺叶蜡石”“统称为寿山石”的说法只

是一种子虚乌有的忽悠！国际的我无法考证，但我们有国标，

其定名规则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看来我们应该系统地学习 GB/T 16552-2010《珠宝玉石

名称》，看看珠宝玉石的定名规则是怎样表述的。

现将 GB/T 16552-2010《珠宝玉石 名称》第 4章“定名

规则和表示方法”的有关部分摘录如下，其中“4.1 珠宝玉

石”是定名的总原则。

4.1 珠宝玉石

珠宝玉石的定名应按附录 A中的基本名称和本标准中规定的各

类定名规则及附录 B的要求进行确定。

a. 附录 A中未列入的其他名称，使用时应加括号并在其前注明

附录 A中所列出的同种矿物(岩石)或材料的珠宝玉石名称。

b. 附录 A中未列入的其他矿物(岩石)、材料名称可直接作为珠

宝玉石名称。

c. “珠宝玉石”、“宝石”不能作为具体商品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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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框中可知：“4.1 珠宝玉石”规定“珠宝玉石的定

名应按附录 A中的基本名称和本标准中规定的各类定名规则

及附录 B的要求进行确定”。这说明附录 A中列有珠宝玉石

的基本名称，如 GB/T 16552-2010 附录 A 表 A.1 天然宝石名

称中列有 40 种基本名称，表 A.2 天然玉石名称中列有 38 种

基本名称，表 A.3 天然有机宝石名称中列有 9种基本名称，

表 A.4 合成宝石名称中列有 12 种基本名称，表 A.5 人造宝

石名称中列有 6种基本名称。简言之，2010 版《珠宝玉石 名

称》的附录 A共有 105 种珠宝玉石基本名称。

标准不可能包罗万象，这是科技和年代的局限性所致，

都需要适时进行修订，正如 GB/T 16552-2010 在其前言中所

述，与 GB/T 16552-2003 相比，“附录 A中增加了品种名称；

增加和删除了某些品种的亚种或商业名称”。这种情况在

GB/T 16552 的下次修订时还可能出现。

这说明，除了名列附录 A的，当然还有“未列入的”，

比如“巴林石”、“西安绿”、“丹东石”、“漳州石”以

及近来炒的沸沸扬扬的“老挝石”等等。对此，“4.1 珠宝

玉石”则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明确：

第 1条（即 a.）：“附录 A中未列入的其他名称”,使

用时应加括号并在其前注明附录 A 中所列出的同种矿物(岩

石)或材料的珠宝玉石名称。

第 2条（即 b.）：“附录 A中未列入的其他矿物(岩石)、

材料名称”，可直接作为珠宝玉石名称。

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什么是“其他名称”，什么是“其他

矿物(岩石)、材料名称”

先说“其他”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中

的释义都是“别的”，所以“其他名称”就是“别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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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凡是未在附录 A中列出的，都可以认定为“其他

名称”。当然，如果在“名称”之前加上“矿物(岩石)、材

料”的限定词，那这些“名称”的范围就要小些、更专业些。

而在定名的实际操作上，第 2条比第 1条好操作多了，

因为只要是“附录 A中未列入的其他矿物(岩石)、材料名称”，

都可以“直接作为珠宝玉石名称”。

说实在话，第 1 条还真不好操作，首先要把你这个“其

他名称”加上括号放在后面，而在其前面注明一个附录 A中

所列的“珠宝玉石名称”。这种标注形式在 GB/T 16552-1996

里有明白的写法，现将旧版的命名总则摘录如下：

对比 1996 版、2003 版和 2010 版，可知国家标准的定名

原则总体思路是一致的和一贯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

对于附录 A未列入的其他矿物（岩石）名称可直接作为珠宝

玉石名称；但如果你能确定某种石头与附录 A中所列出的某

珠宝玉石名称是“同种矿物(岩石)或材料”，也可以按 GB/T

16552 的定名原则标注为：“萤石（软水紫晶）”、“石英

岩（贵翠）”等等（见上框图划线部分）。

按第 1 条去操作，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难迈过去的坎，那

就是你该如何证明你的某个“其他名称”和附录 A中的某个

珠宝玉石名称是“同种矿物(岩石)或材料”，这需要严格的

科学证明，既不能“乱点鸳鸯谱”、也不能“傍名牌”，科

学论证需要认认真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是来不

得半点的“忽悠”。

怎么证明两者是“同种矿物(岩石)或材料”，这是不能

(2)定名总则：各种珠宝玉石名称必须以附录 A中所列基本名称

为基础，按附录 B及标准中规定的定名规则定。附录 A基本名称中未

列入的其他名称在使用时必须加括号并在其前注明附录A中所列出的

同种矿物（岩石）或材料的珠宝玉石名称。如：“萤石（软水紫晶）”、

“石英岩（贵翠）”。附录 A未列入的其他矿物（岩石）名称可直接

作为珠宝玉石名称。



5

靠网络上的一两篇文章就能确定的。对某石头，有的说是叶

腊石，有的说是地开石，有的又说是大理石，而且都说是经

过仪器检测。某文说某人到某市场拿一块“老挝石”，经检

测断定它属地开石，又有某文说某人拿 20 多块“老挝石”，

送某机构检测断定它属大理石。这该信谁的呀？拿一块石头

说事：石头出处不明确，取样没有代表性，仅一个数据有统

计意义吗？用一种仪器检测一个样品得到一个数据就敢下

结论这靠谱吗？这样得出的结论可作为负责任的论文发表

吗？发表在哪个正规的学术刊物上呢？而且即使有论文，也

仅仅是某种学术观点，如果没有公认的权威部门和学术界的

认可，一家之说还是不能成为规矩让大家执行的。即使有人

敢写，也是没人敢采信！

所以，按第 1条是难操作的，要想走通这条路，精神可

嘉，但这需要做大量的科研工作，任重而道远。

其实，我们用 GB/T 16552-2010 的“定名规则和表示方

法”的“理论”来“实践”一下如何定名“巴林石”、“老

挝石”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国标已明确规定，没有歧义，

这里无须赘述，我想，巴林石在前，国人都已处理得很完美，

老挝石还会难吗，还会乱吗？为什么不用第 2条简单的做法

而“舍简求繁”呢？除非是自己头脑乱了。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在 GB/T 16552-2010 4.1.1.2 中

有“附录 A表 A.2 中列出的带有地名的天然玉石基本名称，

不具有产地含义。”这说明“寿山石中的寿山，不再具有地

名的意义”，这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通观标准 4.1.1.2 的整段文字， 国标是明确规

定“直接使用天然玉石基本名称或其矿物(岩石)名称”（见

粗红线），同时也提到“不具有产地含义”（见细红线）。

定名的总原则是标准中的 4.1，对天然玉石，4.1.1.2 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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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直接使用…名称”。这里标准已经讲得很明白，无需

刻意解释都可方便操作。我只是强调如果只盯住“不具有产

地含义”，而忘掉本段开宗明义的“直接使用天然玉石基本

名称或其矿物(岩石)名称”的规定，那是“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

应该说“如何定名”和“不具产地含义”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是不能有意无意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定名规则的

核心点更是不能被含混、淡化甚至淡忘。

进一步说，“不具有”并不是“不得具有”，标准中的

“不具有产地含义”，只是表明附录 A表 A.2 中列出的带有

地名的天然玉石基本名称，不具有产地含义，但这不排除其

他行政部门规定其“具有产地含义”的有效性，如质检总局

公告寿山石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具有法律效力。

对“寿山石”这个名称是否具有产地含义，应这样来

理解和分析：质检总局和国标委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发布了

GB/T 16552-2010《珠宝玉石 名称》；国家质检总局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以公告形式批准对寿山石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国标委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以公告形式对地方标准《地

理标志产品 寿山石》依法进行备案。一个是总局和国标委

发布的标准，一个是总局和国标委的专门公告；一个是推荐

性标准的一般性规定，一个是公告强制性的专门化规定。我

无意评论那些文字材料究竟孰是孰非，也无意去评价哪些文

字材料更具权威性。只是说此类文字材料的说法若有不一

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专门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

法”及“强制性的优于推荐性的”等社会常识是处理矛盾的

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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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即使“寿山石中的寿山，不再具有地名的意

义”，这也不表明像某网文所说的，“各地迪开石或叶腊石

定名寿山石”。诚然，寿山石是由地开石、叶腊石等组成的，

但妄说地开石或叶腊石就可定名寿山石，就如同因钻石是由

碳组成的，就说“各地的碳定名钻石”一样是荒唐可笑的！

因此，决不能说“鸡血石或青田石定名寿山石”，更不能说

“巴林石或老挝石定名寿山石”！更何况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看到有关老挝石和寿山石是“同种矿物(岩石)或材料”的

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资料和有关权威部门的认可。

自此我们可得出结论，珠宝玉石中天然玉石的定名其实

就一句话：按标准 4.1 中的 4.1.1.2 “直接使用天然玉石基

本名称或其矿物(岩石)名称”的规则来定名。具体操作就是：

先查一下 GB/T 16552-2010，看其附录 A中有无这种天然玉

石的名称，若无，就直接使用其矿物(岩石)名称来命名。

其实珠宝玉石的命名，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只是用来指

代某物的文字符号。以巴林石的名称为例，上世纪 30 年代

中国著名矿物学家张学范在其《矿物学》一书中，将巴林右

旗所产石头命名为“林西石”，这是因为当时巴林右旗行政

区划属于林西县。1973 年恢复开采后，民间就采用了巴林石

一词。当然那都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大家知道巴林石指的是

什么样的天然玉石就行了。正儿八经的命名是在 1979 年，

在辽宁岫岩召开全国宝玉石会议上，轻工部依据产地正式命

名了“巴林石”。后来当地人把那彩石用巴林石这个名字参

评国石，并被定为四大名石之一，后又在北京奥运期间，做

为特许商品，“旋风”式的走向世界。虽然这些事都发生在

GB/T 16552-2010 发布之前，而且令人遗憾地没被收录入国

标的附录 A，但这毫不影响巴林石的风采！历史经验值得借

鉴，老挝石的定名和获得市场认可，定将循着巴林石的“成

名之路”，也必将按国标 4.1.1.2 的规则来定名的。

有句老话叫“挂羊头卖狗肉”，虽然当今市场狗肉已经

卖得比羊肉贵，而且有人爱吃羊肉，有人爱吃狗肉，但没有

必要去假冒呀，消费者图的就是明明白白的消费。如果肉贩

子还振振有词地说，狗肉标羊肉卖不存在售假，你是否觉得



8

很荒谬呢。因此当你拿着一张鉴定证书，该机构告诉你：“珠

宝鉴定证书上的寿山石不一定来自寿山”，“老挝石标寿山

石不存在售假”！你又作何感想。在福州石头市场，对寿山

石和老挝石，买卖双方都能区分个八九不离十；卖老挝石的

摊主也是直言不讳说石头与寿山石相媲美但价格要比寿山

石低很多。这就是市场的现实。但如果有人对标准的个别字

眼断章取义，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混淆视听，恐怕是醉翁之

意不在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