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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应用RFID技术，引入物联网概念，介绍了电子秤防作弊系统软硬件

的配置和工作流程，控制关键和核心环节，配合现在进行的食品溯源工作，提出了该新

模式推广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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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衡器作弊问题一直是衡器监管领域的一大难题，同时由于涉及到民生，也备受

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多年以来，广大计量工作者和管理者思考了各种方法来防范作弊行

为的发生，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不良人士一次又一次的想出了各种方法来逃脱监管实施

作弊。有没有一个环节简单，操作方便，推广容易，并且对群众透明的方式，能很好的

从源头开始，从各个环节入手对可能造成作弊的各种行为进行监控，进而预防，是我们

一直思考的问题。而今，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下，我们考虑引入成熟的高新技术，对阻

止不当计量行为进行探索，为此研究了一套集软硬件为一体的方案，尝试着对这一问题

进行较好的解决。 

不法人士利用电子衡器作弊，第一是直接更换电子衡器的主芯片，将写有作弊程序

的芯片换入衡器中,再通过按键，遥控等方式进行操纵；第二是利用衡器自身带有的秤量

标定功能，在未取得计量监督部门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调整秤量比例的非法校准。正是这

样两种行为，使得市面上具有了不少 8 两秤，7 两秤，甚至可改变秤量比例的秤，而且

往往具有一键恢复，或遥控功能，极难被发现。我们在对电子台案秤类产品的国家标准

进行分析时发现，无论是电子台案秤国家标准（GB/T7722—2005）①
还是称重显示控制

器国家标准GB/T7724—1999 ②，首先都是推荐性标准，不具有强制性。而且，两个标准

在是否允许直接通过面板，以口令或密码的方式加密的方式上存在分歧，GB/T7722 对

重力调整装置是要求禁止调整的，“应加印封或铅封，印封和铅封后外部不会对其影响”。

GB/T7724 则说“对于禁止接触或禁止调整的那些器件和预置控制件，应提供保障性手

段，通过口令或类似的软件方式来达到加密，也是一种可行手段”，语言上允许通过面

板口令或软件加密进行，为不法人士不破坏封印直接调整秤量作弊提供了缝隙。在现有

标准不具强制性，且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让电子秤的芯片不可更换，且本身去

掉标定功能，采取外带受控制的附件增加权限的方式进行标定，可从根本上解决现在的

更换芯片和口令标定的问题。 

我们的防作弊方案是与成都九洲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合作，应用其 RFID 技术为

核心集成。这一联合高科技企业进行计量监管探索的形式，可加快创新成果向产业化推

广的过程。 其主体硬件包括电子秤（秤本身去掉了标定功能，还具有芯片加密适时更

新、不当更换芯片自毁等功能）；在生产、使用各环节为进行数据采集、读写所配备的



读写设备（手持）；在计量监管环节为进行电子秤程序维护和计量性能调试所配备的专

门的标定器。其软件是由政府管理部门或计量监管部门建立的具有传输、读写、级别控

制、查询、网络连接等功能的软件系统。其核心设计思想为应用 RFID 的快读、多读和

行迹追踪技术，使全部过程记录并可追溯；秤去掉标定功能，标定由专门的附带硬件实

施；所有记录信息进入后台管理系统保持监控；对生产、销售、使用、维护各个环节各

主体采取惟一代码标识，并授予不同权限。其流程及功能实现示意图如图 1。 

下面我们将根据电子秤从生产到使用，监管的各个方面和流程所涉及到各环节和可

能出现监管漏洞，需要控制的地方，对这些设备的功能，使用情况和互相的关系进行一

一的介绍。 

出厂控制：我们事先假定具备管理平台功能的软件系统已经建立，电子秤在出厂时，

不仅在铭牌上具有唯一编号，同样的惟一代码也存于自带可重复读写芯片之中，出厂前，

将会有一个环节，将秤的生产信息全部读入软件系统，这样，每一台秤，在系统里都具

备了惟一的记录，从源头上建立了记录后，以后就可方便监控它的流向。 

销售流程控制：首先，各级销售商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这样，系统就会给每个销售

商一个惟一的代码，用于追溯该销售商的行为。秤进入销售环节，由于主要是针对集贸

市场，无论是下级批发商还是市场，可能批量采购的方式较多，在卖出该批秤时，经过

授权的销售商就会使用手持的 RFID 读写器对每台秤进行数据读写，然后将数据通过网

络传输至软件系统的中心数据库，再记入秤的流向。在强制要求各级销售商都做好数据

采写和记录，并加以监督的情况下，在销售环节，每台秤的流通过程和最终流向，都在

软件管理系统里有了明确的便于追溯的记载。 

检定和维护控制：这个环节最容易出问题，也是整个防作弊系统的关键所在。这一

环节的控制核心在于标定器这一特殊硬件的使用。标定器的主要功能有三，一是物联网

的传输（包括秤芯片的升级和识别码的传输及检定/维修人员的身份识别），二是对秤进

行秤量标定，三是具备识别功能，可以根据提供的惟一编码，对检定/修理人员，不当

维修和假冒产品等进行识别。标定器只授予计量检定机构和经过资质认可的计量器具修

理机构，是实现计量器具法制管理的重要一环。在软件管理系统中，检定机构和修理机

构都被赋予唯一的代码标识。在使用时，检定机构和修理机构虽然都被授予标定器这一

硬件，但是功能却有所不同。检定机构作为管理部门，所具有的标定器和登陆账号是具

有该标定器具备的所有功能的，修理机构由于主要进行的是除计量调整外的其他程序和

功能的维护，其标定器在硬件上就未被授予计量标定和调整功能，是作为修理方和电子

秤对接进行身份验证记录然后开始维修和（或）进行计量标定外的程序更改设备存在的。

我们再分别描述下双方的工作流程：检定机构在对电子秤进行检定时携带标定器，如发

生秤量不准，使用标定器用串口与秤连接，在被识别秤后进行标定，同时，标定器将记

录使用何账号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代码的秤进行了标定，如此检定和标定完成后，检定机

构再使用标定器，将其存储的信息传输入管理系统后，系统将 

 



 

图 1 



记载入该次电子秤的检定情况，台件，器具标定情况等信息，并能让通过软件平台让用

户和消费者查询，了解计量器具的管理情况。在秤发生除秤量不准外的故障需要修理时，

授权的修理机构先需使用标定器与秤连接，进行身份确认，符合后方可对程序进行重新

设置，当然，如发生秤量不准的情况，修理人员是无法处理的，修理后需经过检定机构

重新检定，重新使用标定器标定后方可使用，这样，对非法校秤这一重要的可引发作弊

的环节，就进行了很好的控制。图 2 是整个软件系统，标定器和秤的功能和交互流程一

览。 

 
图 2 

目前，成都市正在全面推广生猪及蔬菜，肉蛋制品的溯源工作，其溯源所使用的技

术，也正是 RFID 射频识别技术。综上我们对电子秤反作弊系统的流程描述，我们可以

看到，这一系统的推广，是完全可以和食品溯源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的。它的软件管理系

统可以直接在溯源系统下建立子模块，对秤的控制和识别等程序也可直接在提供溯源的

RFID 芯片中附加代码即可，除开单独的标定器，其实是不需要单独增加太多的硬件成

本的。而且，这一系统的使用，从生产端开始，整个过程就可清晰的记载在数据库中，

也可方便的让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对秤的各种情况进行查询，包括秤的合法性，生产，销



售方，使用方是谁，是否检定或是否在检定周期内，何时经过修理，修理是否合法等等，

所有信息都将透明的呈现在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人面前，使不法份子无机可乘。即使出

现问题，因为系统建立的追溯机制，也可最快发现出现问题的环节和人，便于及时封堵

漏洞。这样，无论是为消费者的了解还是计量主管部门的监管和执法，都提供了方便，

节约了成本，使我们的成果更好的服务于民，服务于行政。 

现在这一项目通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专利受理通知书 4 份，其中 1 项发明型

专利、3 项的实用型专利，在电子秤防作弊方面，取得如此多的专利受理，在全国也是

首创。而且，经过九洲公司的大量努力，现在这一电子秤附加防作弊系统的软硬件配置

价格，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单独进行溯源的系统相比，销售价格基本相同。我们相信，在

物联网技术应用即将在生活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在温家宝总理“感知中国”的倡议下，在

我们不断追求更公正的计量，更清晰可靠的流程，更有效简化的监管，更及时有效的追

溯，更透明快捷的信息的前提下，这一电子秤及其防作弊系统必将有更大的推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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