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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电子汽车衡中常见的作弊类型，本文通过对这些作弊方式的分析、研究，提出了

在实际工作中用软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较好的投入到实际工作中，为维护企业的经济利益

又增添了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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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汽车衡作为一种准确、方便、快捷的称重计量设备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煤炭、冶金、建材、

电力等各行业中。然而在很多地区出现了利用电子汽车衡在计量过程中进行称重作弊的现象，采用

各种方式在车辆计量毛重、皮重时做手脚，造成少则几百公斤、多则几吨的计量偏差，从中非法牟

利。这些作弊种类包括：对称重传感器到仪表的电子线路私接非法装置，来达到计量作弊的目的；

对计量车辆采取带挂车过重，单车回皮的手段，来达到提高净重的目的；随着现在车辆长度的增长，

秤体也在增长，使得计量员在观察车辆在秤上的计量位置是否合理时有较大的难度，容易使不法人

员钻空子，采用压秤、不完全上秤等作弊手段；计量员受非法分子的威胁或利诱，在微机称量确认

环节上作手脚，改变称量结果。这些作弊情况如不及时发现，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国内各计量科研院所、衡器专业生产厂家都在衡器防做弊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迄今为止，大多数

防作弊技术采用硬件的检测方式（如外加摄像头、光电传感器）， 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只能对某种

作弊方式进行判断；硬件安装在室外，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破坏；新添硬件增大了维护人员的工作量，

设备的投入；作弊情况的判断需要人为参与（例如通过摄像头观察台面情况），系统的客观真实性

很难保证。 

计算机现已成为一般电子汽车衡实现管理现代化的标配部件。而计算机具有逻辑判断能力、运

算速度快、工作自动化等特点，是否能利用计算机软件实现汽车衡防作弊系统的“软”解决方案？

达到计算机集称重、防作弊为一身的新型计量称重系统，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二、汽车衡作弊的常见类型 

（一）无线遥控作弊 

这种作弊方法是利用计量点夜间无人看守或不容易被发现时，剥开室外传感器送往仪表的信号



线，串入电子设备（带有无线接收装置），如图 1 如示。当车辆计量时，用遥控器控制这些电子设

备，从而对送往仪表的信号产生影响，计量的结果可大、可小，来获得非法所得。由与设计这些作

弊装置的人员本身对电子汽车衡的构造、原理相当清楚，所以这些装置很难在计量过程中被发现。 

（二）汽车压在地面、多车压秤作弊 

汽车压在地面是指计量时，司机故意把车停在不正确的位置上，造成计量结果偏小。多车压秤

指一台车辆计量时，其它非计量车辆的轮子故意压在秤上，造成计量结果偏大。（如图 2 所示） 

 

 
 

图 1 

 

 

 
图 2 

 

（三）计量员人为作弊 

现阶段微机虽然已引入计量工作中，但主要是将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其应用软件装入微机中，发



挥了微机数据管理的功能，计量的最终结果仍是由计量员得出。这样计量的最重要环节和传统的计

量方式存在有相同的弊病，计量结果容易受人为的影响。计量员可能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称量过

程中协助非法人员作弊。较典型的是计量员利用微机称量数据的最终结果是靠人工确认（如敲击回

车键确认或用鼠标点击确认）的特点，从中确认不合理的数据，或对上边（二）所发生的事情视而

不见。 

三、问题的分析、解决 

用软件来解决以上问题，需能找出其中一些共性的规律。经过对汽车衡正常计量情况时的多组

数据采集、分析，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图 3 表示，该图是在两轴汽车的计量过程中得出的，多轴车

与此类似）：O 到 a1 表示前轮上秤的过程，秤台的负重变化较大，因此仪表读数上升较快；a1 到

a2 表示前轮上秤后，汽车仍在行进，但后轮未上秤，此时秤台的负重变化不大，所以仪表的读数的

暂时稳定；a2 到 b1 表示后轮上秤的过程，秤台的负重变化很大，仪表读数迅速上升；b1 到 b2 表

示前轮，后轮均上秤，仪表读数的稳定；下秤时与上述的过程相反。a1 到 a2 是前轮单独在秤台行

进过程时的重量，而 c1 到 c2 表示后轮单独在秤台行进过程时的重量，两者之和大约是 b1 到 b2 区

间的平均重量，即整个车的重量。 

 

 
 

图 3 

 

软件的设计思路是记录车辆在计量时的全部数据（包括上衡、下衡的过程数据），通过和正常

计量（无作弊发生）下的数据比较，来找到解决方法。 

对于作弊情况 1，在非法信号串入传感器的信号线后，仪表的显示肯定与正常计量情况时有所

差别（理论依据：目前使用的传感器和接线盒全部是纯电阻部件，上面的电流、电压是可以突变的。

作弊装置是通过继电器的吸合来使外接电阻对称重信号产生影响，继电器的动作很短（毫秒级），



这使得称重信号会有明显跳变；正常情况下，传感器的弹性元件因受力发生形变，通过电阻应变片

将其转换为电阻值的变化，从而测得被测力的大小，其时间较前者要慢很多。）。但此差别，凭人的

肉眼观察是较难发现的，即使能观察到，但每天大量的汽车计量，也很容易造成观测者的疲劳，影

响观测的准确性。现在正是要把这个工作交给速度快，准确性高的微机来完成。如图 3 所示，如果

作弊现象发生在 a2 到 c1 之间，即通过电子装置较大幅度增大或减小 b1 到 b2 的区间中的重量，显

然达不到以上标准的要求（即两平台的重量接近于中间平台的重量，即使有误差，也应在一定的范

围内），因而软件可以很好的排除这种作弊现象; 如果作弊现象发生在 a1-a2、c1-c2 段，会导致这两

段本应平滑称量曲线有凸起现象，作弊信号越大，凸起越明显，软件越容易判别。对于 a1 之前和

c2 之后的称量段，是指车辆前轮上衡和后轮下衡的瞬间，时间特别短，这里如果进行遥控作弊时间

很难掌握，往往会落在其它区域，可不予考虑。 

对于作弊情况 2，如果计量车辆没完全上秤，或者有多车压秤现象，其计量数据波形会于标准

的波形相差很大，波形平台会多于或少于图 3 所示波形，较容易识别。 

对于作弊情况 3，即计量员对计量数据施加影响。其人为作弊方式就是把本应在汽车停稳后（b1

到 b2）确认计量结果的过程，放在 b1 之前或 b2 之后，使皮重计量结果偏轻，来达到净重值的提高。

其解决方式采取计算机自动出示计量数据（取 b1 到 b2 的均值），不需要人工干预，这样就保证了

计量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 

四、系统的实现 

（一）软件部分 

软件的开发工具选用 VB6.0,主要基于它简单易学，具有种类繁多、功能强大控件的这些特点，

而且大多工控板卡厂商提供的各自产品的二次开发实例都是用该语言编程。这样利于提高软件开发

的效率。 

软件需要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以下处理或分析： 

1. 软件滤波 

高速采集卡、仪表均采集的是称重传感器信号，十分微弱（微伏级），容易使干扰侵入系统的

前向通道，叠加在信号上，导致数据采集误差加大。虽然数据抗干扰性能根本在硬件结构，软件抗

干扰只是一个补充，但软件的编制则要处处考虑到硬件可能的失效，可能受到的干扰等种种问题，

否则容易使上边判别作弊方式的原则失效，产生错判、漏判。软件采用了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

动平均滤波法）：把连续取 N 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 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

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把队列中的 N 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

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优点：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缺点：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实践证明，

该种方法在该系统中是较有效的。 

无论采用哪种滤波方法，应遵循的原则：在尽量滤除干扰信号的同时，不致使作弊信号被滤掉



或受到较大损失。 

2．波形平台判别 

波形平台的正确判别对系统防作弊功能发挥起着关键作用。经过软件滤波处理后的数据已经比

较规整，利于波形平台的判别。平台通过相邻 n 个数据的跳变量（差量）来判断，如果相邻的 n 个

数据差量较稳定既认为进入一个平台；反之，认为平台结束。将平台的起点与终点的数据存入数组，

可以求出均值，即平台值。 

3．波形凸起现象判别 

凸起仍是通过相邻值的差量值来判别，但这里需要找出的是因作弊信号引起的凸起。经过滤波

后的波形虽已经较平整，但难免仍有不规则凸现现象，怎样和作弊信号的凸起区分?这里通过和预

值（允许的最大差值量）的比较来判段，大于预值即认为有作弊发生，小于预值即认为正常下的干

扰信号，可以滤去。因此预值的大小对于系统识别作弊的精度、准确度有很大关系，预值设的小，

系统对微小作弊都能发现，但也会将干扰信号错判；预值设的大，系统只能对较大作弊信号发现，

错判率降低，但漏判情况会增大很多。两者之间有矛盾，所以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尽量兼顾两者。

软件设计中，是在标定秤体过程中通过对各个称的实际称量情况来自动设定该预值的。软件有一定

的智能性、自学习性，可以根据每台秤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作预值的动态改变。 

（二）硬件部分 

软件的核心部分是微机对采集到的仪表数据按上述规律进行一定的算法处理。这要求称重仪表

既要有较高的采样速率，便于微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又可以对原始的模拟信号中的干扰、噪声成分

有滤波作用，减轻软件处理干扰数据的压力。称重仪表（静态秤仪表），能够有效的滤除干扰信号，

但显示更新速率较低，一般为 10 次/秒，不能满足高速采样要求。为此，在微机中添加了高速采集

卡——PCI1710HG,它的采样数率达100KS/s，能够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胜任连续高速采集的任务，

具有可编程功能。采样速率提高了，难免使滤波功能受到一定的损失，较称重仪表要差。实际系统

中，软件分别对称重仪表、高速采集卡的数据分别采集。综合两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来确定作

弊情况是否发生。 

（三）系统工作（如图 4 所示） 

 



 
图 4 

 

五、结束语 

该系统已在实际中投入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秤体条件较差或车辆

上秤过快，容易使车辆带来的振动干扰加大，从而影响判别的准确性。 

软件对汽车衡各种作弊方式虽然不能都彻底解决，也有一定局限性。但它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也为维护企业在计量工作中的经济利益增添了一道新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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