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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引  言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

写规则》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制定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参考了 JJG 539-2016《数字指示秤》、JJF 1834-2020《非自动衡器通用技

术要求》、GB/T 7722-2020《电子台案秤》的部分内容。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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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改装式电子计价秤欺骗性使用特征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通过硬件改装进行欺骗性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的欺骗性使用特征的测

试，其他形式电子衡器类似的欺骗性使用特征也可参照本规范进行测试。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99       砝码 

JJG 539      数字指示秤 

JJF 1181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 1834     非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要求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JJF 1181 和 JJF1834 界定的及以下术语适用于本规范。 

3.1.1 电子计价秤 electronic price computing scale 

装有电子装置，在整个称量范围或部分称量范围内，根据所称得的重量和一系列单

价能计算出被称货物总价的一种商业秤。 

3.1.2 封印标记 sealing mark  

用于防止对电子计价秤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再调整或拆除部件等的标记。 

3.1.3 欺骗性使用 fraudulent use 

通过人为主动实施对称量结果或计价结果的调整，破坏电子计价秤准确度或计价正

确性，实现欺骗消费者目的，通常称之为“作弊活动”。 

3.1.4 欺骗性使用特征 fraudulent use character 

电子计价秤具有的软、硬件特征，使得操作者容易进行欺骗性使用，通常称之为“作

弊特征”。 

3.2 计量单位 

使用的计量单位应为法定计量单位，包括：千克（kg）、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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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电子计价秤的计量安全性应符合 JJG 539 和 JJF1834 的相关要求，不应具有易于做

欺骗性使用的特性。针对可能利用改装硬件或类似方式等作弊的电子计价秤，经专业技

术人员对其进行测试、分析或确认（不局限于一种型式，可以为不同测量原理和技术方

法等）， 判断是否具有欺骗性使用特征。 

5 欺骗性使用特征的方式 

1）电子计价秤示值大于或小于秤上物品的约定质量值，且误差值远大于最大允许

误差值的绝对值。发现此类情况，可判定为存在欺骗性使用特征。 

2）通过拆解电子计价秤观察硬件结构，必要时可以对比型评报告，如果发现改装

痕迹，可判定为与电子秤原硬件结构不一致，并可以进行进一步测试。 

3）改装电子计价秤内部硬件的方式包括：改变结构电路、增加无线传输信号装置、

改装芯片等； 

4）大多数的欺骗性使用方式在电子计价秤关机后再次重新开机或采用特定按键退

出，即可恢复正常称量模式，且不再具有可改变称量结果的状态。因此必须掌握作弊的

密码、遥控器或其它方法，能够复现秤的欺骗性使用状态，才可判定其为具有欺骗性使

用特征的电子计价秤。 

6 测试条件 

6.1 环境条件 

测试宜在环境温度稳定的条件下进行，一般为－10 ºC～40 ºC，温度变化一般不

超过 5 ℃/h。 

6.2 测试设备 

6.2.1 符合 JJG 99 不低于 M1等级砝码。 

6.2.2 其他辅助设备，用于对电子计价秤的外观和测试前后状态进行完整记录和保存

的设备，如具有拍照、视频等功能设备。 

7 测试项目和测试方法 

7.1 测试项目   

测试项目即作弊方式的测试，包括遥控作弊方式的测试和密码作弊方式的测试。 

    在确定电子计价秤属于某种作弊方式时，仅进行该项作弊方式的测试即可；在不确

定电子计价秤属于某种作弊方式时，两种测试应逐一进行，测试过程中如果确定了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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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方式，则另一种方式的测试可以不再进行。 

7.2 测试方法 

7.2.1 先期材料和证据核查 

被测试的电子计价秤应是市场部门接到消费者投诉、举报有欺骗性使用嫌疑的，或

有照片、视频等较为充分的佐证怀疑该秤曾经处于欺骗性使用状态，由市场部门委托，

方可对该秤进行欺骗性使用特征的测试。 

市场部门应将被测试的电子计价秤进行密封包装并贴封条，同时下达测试委托书。 

测试人员应先检查委托书和密封情况，核实被测电子计价秤被举报或拍摄的材料。 

7.2.2 测试前准备 

1） 电子计价秤应得到充分隔离和保护，避免对设备调整、误操作或改变等，必要

时应通过拍照、视频等方式加以监控。 

2）按照制造厂商规定的供电方式接通被测电子计价秤。 

3）检查电子计价秤的标识、封印标记，必要时通过拍照、视频等方式保留电子计

价秤的测试状态。 

4）整个测试过程必须用视频记录，包括核查委托书和拆封过程。 

7.2.3 遥控作弊方式的测试 

1）如果有作弊遥控器，在被测秤上放置（1/6~1/2）最大秤量砝码，记录初始显示

值，然后使用遥控器进行预设操作，观察并记录称量示值发生的异常变化，表明测试到

欺骗性使用特征。 

2）如果没有遥控器，则可破坏封印标记、打开电子计价秤壳体，查看称重传感器、

主电路板、显示部分、按键板等部件是否存在硬件加装、改装电路，亦可参考相关资料

（如型评报告）进行比较核验。通过查看后确定存在硬件加装、改装电路的情况，可判

定为与电子计价秤原硬件结构不一致。可以加大作弊遥控器的查找力度。 

7.2.4 密码作弊方式的测试 

1）如果已掌握作弊密码，在被测秤上放置（1/6~1/2）最大秤量砝码，记录初始显

示值，然后输入密码进入欺骗性使用模式，观察并记录称量示值发生的异常变化，表明

测试到欺骗性使用特征。 

2）如果没有作弊密码，则可破坏封印标记、打开电子计价秤壳体，查看称重传感

器、主电路板、显示部分、按键板等部件是否存在硬件加装、改装电路，亦可参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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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如型评报告）进行比较核验。通过查看后确定存在硬件加装、改装电路的情况，

可判定为与电子计价秤原硬件结构不一致。可以加大作弊密码的查找力度。 

7.2.5 其它方式 

本规范中未有提及的其他作弊方式，当掌握或了解该作弊方式，且具备相应的测试

手段或方法的，可参考本规范的有关测试方法进行测试，并对测试过程进行相关描述和

记录。 

8 测试结果表达 

测试到欺骗性使用特征后，应出具测试证书，证书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标题：测试报告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 进行测试的地点； 

d) 测试证书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 被测试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g) 进行测试的日期； 

h) 测试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i) 本次测试所用设备，及其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j) 测试结果，测试结果的格式可参照附录 B 完成； 

k) 报告签发人的签名或等效标识； 

l) 测试结果仅是对被测对象有效的声明； 

m) 未经测试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测试报告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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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试记录格式（推荐性） 

1、基本信息 

 

 

 

2、测试项目和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欺骗性使用

特征或硬件

一致性判定 

□遥控方式  

□密码方式  

□其他方式  

3、测试过程中的关键图片（外观、计量器具标识、封印标记、硬件改装部分等关键

图片）（篇幅不足时可加附页） 

委托单位  制造商  

样品名称  型号/规格  

样品编号  CPA 编号  

封印标记  测试依据  

最大秤量 Max  最小秤量 Min  

准确度等级  检定分度值 e  

温度 °C 湿度 %RH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测试人员  核验人员  

测

试

设

备 

名称 
测量

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

级/最大允许误差 
检定/校准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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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测试报告内页（参考格式）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欺骗性使用

特征或硬件

一致性判定 

□篡改软件方式 

 □改装硬件方式 

□其他方式 

注：测试结果仅对本次测试样品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