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电子秤功能性强、读数

直观、操作便捷等优点，逐步代替了模拟指示秤、

案秤等计量器具，占领市场大部分份额，广泛应用

于生活超市和菜市场的贸易结算，属于国家规定的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但不法商家或个人为了追逐更

大的利益，对电子秤进行改装，制造“缺斤少两”的

作弊秤。随着互联网、短视频的快速传播，作弊电

子秤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舆情重点。本文将

从电子秤的工作原理、作弊手段、管理对策研究和

预防措施等方面给予阐述。

1  电子秤的工作原理

被称量物体放置在电子秤的承载器（秤盘）上

后，其重量通过承载器传递到称重传感器上，称重

传感器会产生响应变量的模拟信号，该信号进行过

滤、放大，A/D 转换成稳定高效的数字信号，传输

到中央微处理器处理（CPU 或单片机），以数字方

式将物体的重量显示出来，如图1 所示。从原理框图

中看出，从称重到显示，需经过称重传感器、信号

放大、CPU、显示等多个环节，改变其中任何一个环

节，都有可能改变称重结果，从而形成作弊的电子

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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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电子秤的工作原理分析，阐述了电子秤的不同作弊方式，在电子秤的制造环节、使用环节和

监督环节给予相关建议，使广大群众更深入了解作弊秤的手段，保护交易过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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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电子秤电路工作原理框图

2  电子秤的作弊方式

（1）增加无线接收器作弊

在电子秤内部电路板上增加无线接收装置，通

过外部遥控来改变秤的传感器输出信号，从而改变

电子秤称量示值。此方法改装成本较低，遥控器便

于隐蔽操作，无需在电子秤面板上操作，商家便通

过暗藏的遥控器上操作不同的按键来获得不同比例

的示值输出，常用于废旧物品回收、整车称重的电

子汽车衡上。该型“作弊秤”虽隐蔽，但属于增加硬

件设备，可通过拆机查看电路板及称重传感器连接

线有无增加无线接收器，进而判定“作弊秤”。

（2）预留底数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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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贩出售商品使用电子秤前，先将秤盘取下，

按“置零”或“除皮”按键，然后再放上秤盘，这

时显示器上会有一定的重量，从而达到“缺斤少两”

的效果。如果是收购货物摊贩，在称重前，会增加

一定的重物放置在承载器上，按“置零”或“除皮”

按键，目的使电子秤显示的重量比实际的重量少，

从而达到更大的利润空间。但该型“作弊秤”容易被

顾客或货主发现电子秤有底数存在，隐蔽性不强，

常用在电子秤距顾客较远场合或水产品交易中。

（3）校准作弊

商户在购买电子秤时，要求经销商对电子秤校

准，通过法定部门强制检定合格后，私自通过校准

密码进入电子秤后台，再进行一遍校准过程。通过

放置校准砝码的量，从而达到作弊的效果。例如，

一台最大称量Max=30 kg 的电子秤，当校准过程中提

示将20 kg 的校准砝码放置在承载器上时，人为将25 

kg 的砝码放置在承载器上完成校准。由于电子秤校

准一般趋于线性变化，此时，将10 kg 的砝码放置在

电子秤上，仪表会显示接近12.5 kg的重量。该型“作

弊秤”隐蔽性强，但在与公平秤作比较或执法监督

人员现场抽查过程中，很容易暴露作弊行为，不能

及时、快速地调回检定合格状态。

（4）缩位计价作弊

在电子计价秤中更改数值进位的规则，将本该

“四舍五入”进位的规则，强行更改为“0 舍1 入”

的规则，在贸易结算过程中，本该舍去的部分没有

舍掉，反而进位增加了金额。该型作弊形式多用于

缩位计价中，普遍用于较贵重的药材或茶叶等交易

中。例如：商品正常价格为31.00 元/ 千克，商贩故

意输入0.31 元/ 千克，称重为l 千克，单价为0.31 元

时金额应为0.31 元，但在该秤上直接显示0.40 元，然

后商贩自动乘以100 计算得出40 元。当正常输入单

价31.00 元时，金额恢复正常的“四舍五入”规则，

总价为31.00 元，通过比较，顾客多付9 元。按GB/T 

7722—2020《电子台案秤》6.8.2 计价示值与打印条

款规定，“付款金额应由单价与显示的质量值的乘积

得出，且结果应遵循四舍五入的原则”。该型作弊

形式没有改动称量部分，在后续的强制检定也能保

证合格，但顾客能通过确认商品实际重量并加以计

算，便能识破其作弊形式。

（5）软件作弊

目前，最常见的作弊手段是软件修改数值法，

使得电子秤显示的重量与实际不符。通过改装芯片

或增加电子模块的方式载入到电子秤中，在电子秤

使用前输入“作弊密码”进入程序中，功能集中到

键盘区的部分按键开启对应的作弊指令。例如，将

程序设定增加1/10、2/10、3/10……，也就是说，

在秤盘上放入1 kg 的标准砝码时，电子秤正常显示

应 为1.000 kg， 调 整 为 增 加1/10、2/10、3/10 程 序

后，电子秤显示分别为：1.100 kg、1.200 kg、1.300 

kg。该型作弊形式十分隐蔽，在输入“作弊密码”

后，可将不同量的设定指令赋予不同的键盘按键，

例如：“单件1”“单件2”“单件3”……，或者

“M1”“M2”“M3”……等，其中键盘中的“置

零”“去皮”等其他按键都能执行其正常的功能，

可在关机重启电子秤后关闭作弊程序，使得电子秤

可在非作弊和作弊模式下自由切换，作弊密码很难

破解，故很难让顾客发现其端倪，广泛用于集贸市

场、海鲜市场、早市、夜市等场所。

3  对策研究

（1）制造环节

防范电子秤的作弊应该在根源上抓起，鼓励生

产企业积极创新防作弊功能。当不法分子篡改其内

部程序或者增加电子模块后，电子秤将不能使用。

禁止留有“后门”，即在不破坏铅封的情况下，禁止

手动输入密码后进入“校准”环节。如需校准电子秤

必须破坏铅封，完成“校准”后立即加封本单位特制

铅封。校准过程中应限制校准砝码的重量，例如：需

20 kg 砝码进行校准，增加21 kg 或更少的标准砝码，

将不能继续执行校准程序。

加大创新技术的投入。如今数字云端网络快速

发展，创新研发将秤与网络云端进行连接，如有恶

意进入电子秤的后台篡改程序或私接模块，可及时

发现并能“警报”提示或直接锁死电子秤，使其不能

正常工作。将每一次的执行“校准”命令给予记录，

针对频繁“校准”给予次数限定，次数超出将不能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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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校准”程序，需返厂解锁。

（2）使用环节

市场管理相关人员应积极推进规范市场电子秤

的使用。规模大、资金充足的市场可进行电子秤的

统一管理，统一配备、统一轮换、统一检定，严禁

使用私自购买或外带的电子秤。如不能达到统一配

备的条件，市场的管理人员需要加强管理，及时处

理好顾客关于电子秤不准引起的投诉问题，不定时

使用合格的标准砝码对摊位的电子秤进行核查。一

旦发现“缺斤少两”的电子秤，应立即将秤封存，并

移交到相应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如检定

结果不合格或者是有作弊功能的，应在摊位上张贴

黄色警告标识，再一次发现应将该摊位撤出市场。

（3）监督环节

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充分

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结合“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5.20 世界计量日”等活动，大力宣传计量法律

法规，向大众普及计量器具防作弊技巧和手段，提

高全社会计量安全意识。关于作弊秤的投诉案件应

积极响应，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及时到达现场，保护

顾客的利益不被侵害，惩治不法商家。

各级法定检定部门应定期组织相关检定人员到

综合市场、集贸市场、早市、夜市等场所对电子秤

进行强制检定，对无铅封、“市斤秤”、示值超差的

电子秤判定不合格，并通知市场管理人员对其恰当

处置。法定检定机构还应不定期组织到各类市场开

展抽查工作，更好地维护百姓的个人利益，规范市

场交易秩序。科研院所应增加创新资金的投入，自

主研发破解电子秤的“作弊密码”平台，为执法部门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  预防措施

随身携带标准砝码购物是不现实的，但现在人

人都有手机，顾客可以先将手机在公平秤上称量并

记其显示示值。在购物称量前，将手机放置在摊贩

的电子秤上，显示出的示值与在公平秤称量的示值

进行对比。若两示值相差较大，顾客应不在此购买

商品，并向市场管理部门举报。也可学习网络短视

频的手段，携带较小的吊钩秤，购买后立即将商品

进行复称，若有问题及时要求摊贩赔偿并举报。

顾客购买脱壳、水产品、加汁水等以重量结算

的商品过程中，如对总价格有怀疑时，切不能让摊

主脱壳、去内脏、加汁水等处理，若处理将不能还

原初始商品的重量，摊主也会因此理由进行推诿、

撇清作弊行为。特别是同类商品贩卖中，流动摊贩

的价格比较低，可能在电子秤上将其价格找回或超

出正常价格，故提醒广大群众多关注其使用的电子

秤，防止“贪小便宜吃大亏”。

5  结语

计量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离不开计量。随着短视频的曝光，广大群众也

将视野转移到电子秤的作弊行为上，通过网络宣传

和计量专业人员的介绍了解到各类型的防范手段，

能更好地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侵害。电子秤应在制造

企业、使用摊位和监管部门共同的努力下，从根本

上减少甚至消除其作弊行为，营造公平、公正交易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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