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门店，上门服务，
专供“鬼秤”的人很谨慎

随后记者在几家卖百货的店里，找
到有卖电子秤的。一听记者要买可调的
电子秤，都能听懂。一位50岁左右的老
板告诉记者：“不少人买走秤后都是自己
找人调，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调的方法
也都一样。”一年轻女老板说：“你说那意
思是调成8两秤，找人调也能调，就是容
易坏，厂里不给修，用的时间不长。”

几经打探，记者发现，这些商户也只
是代售，如果有人要货，他们就会打个电
话有人专程送上门。几经周折，记者获
得一个专供电子秤的电话。接电话的为
一男子，非常谨慎，不愿意透露姓名，只
告诉记者，他的货最全，什么牌子的都
有，不管记者需要什么样子的秤，他这里
都能买到。记者以要挑选为由，表示希
望能到其店内看看时，该男子称，没有门
店，需要看货可以上门服务。从交谈中，
记者获悉他们的仓库位于宋庄。

昨日，记者再次联系该电话，希望
到仓库看看，电话已经设置无法接通状
态。

业内人士：任何秤都可调
据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衡器检定所

工作人员刘志国介绍，现在市场上用得最多的有两
种衡器：一种是电子计价秤，另一种是度盘秤。度
盘秤最常见的作弊方式是换度盘，即将8公斤的度
盘换成10公斤的，这样刻度盘转一圈最大称量则
由原来的8公斤变成10公斤，“本来是2公斤的东
西，放上去变成了2.5公斤，虚头有25%。”

刘志国说，在他们现场检查时曾发现一些
电子秤有问题，反映到国家质检总局后，经国家
局调查发现，问题出在一些小厂的软件设计者身
上。“目前全国有电子秤生产厂家70多家，一些
小企业因为规模小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就从外边
临时聘请设计者，等芯片设计好了设计者拿了设
计费就离开了。有些设计者在设计程序时故意
留一些漏洞，等离开后就去找该秤的经销商，教
经销商如何把秤调成作弊衡器，从中牟利。有的
人还专门从事这样的生意，调一台收多少钱。”

“任何秤都可调，不管是多精密的，而且很
容易。”一知情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只要有些电
子基础的人都能做到，秤里面有一个程序叫拨码
开关，只要拨一下，就会按照一定比例缺斤短两。

作弊秤很难发现，即便发
现了举证也很难

“鬼秤”随时随意变身，让消费者和执法人
员都很头疼。

据市民程女士介绍，她曾在菜市场遇到一
个8两秤，但当市场管理方来校秤时，商贩的秤
一点问题没有。这一点也得到了刘志国的认
同。刘志国说，有些“鬼秤”一旦关机再开机，就
是公平秤，现场根本无法抓住。

在检测中心衡器检定所的办公桌上放着一
台电子秤，是去年10月份执法人员检查时发现的
作弊秤。“当时在商贩不注意的情况下执法人员把
砝码放上去，砝码不准，商贩一关机再一开机，又
准了，所以给他没收了。”刘志国说，但是没收以后
他们犯了难，回到办公室他们怎么查也查不出该
秤的作弊程序。“找厂家，软件程序一般都是厂里
的商业机密，他们也不对外公布，所以也查不出
来。即使查出来作弊程序，商户也不会承认，他会
说他买的就是这样，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说法

难题

数字指示秤国家标准正在修订

难道对这些欺骗消费者的鬼秤就没办法了？
“很快就有办法了。”刘志国说，现在执行的

《数字指示秤的检定规程》检定合格不合格的规
程是1996年制定的，而作弊衡器是近两三年才出
现的，所以目前国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现
在国家局正在修订该规程，“修订以后要求生产
厂家要对设计的软件程序进行备案，你设计的程
序有没有漏洞，检查合格了再发证，以后如果查
到你所卖的衡器和备案的程序不一致，就会处
罚，这样能从根本上把作弊衡器的漏洞给堵住。”

对于专业人员都很难发现的作弊行
为，消费者有没有办法来预防呢？“有一个
法可以预防，买菜的时候随手带一个自己
称过重的参照物，如一瓶矿泉水、一串钥
匙、手机等。”刘志国说，一瓶矿泉水一般是
500毫升，加上瓶重，也就520毫升左右，买
东西前放上去看看是不是520克，如果不
是这秤肯定不准。如果是520克，这个秤
可以，然后那个秤就不能让他动，任何键都
不要让他按。

延伸
遇到“鬼秤”如何防？

随后，记者开始寻找我市卖秤的市场，
由于我市不产这种商用秤，市场里使用的
秤基本都是经销商从上海、江浙一带批发
来进行销售，我市并未形成大规模的销售
市场。经过一番寻找，18日，记者在汝河路
华山路的双河市场找到五家卖电子秤的
店，价位从七八十元到两三百元的都有。

其中只有一家专业卖电子秤，门头打着
“厂家直销电子衡器”，代销来自上海、江浙
的多个牌子的电子秤，记者说要买秤，店主
很热情地给记者介绍，当记者问“有没有可
调秤”时，店主谨慎地看看记者说“没有”。

在一家李姓老板的店里，听到记者要买
秤，老板便把记者引进店内，随手便拿出一台

“佳友”牌电子秤给记者展示，当记者询问有
没有可调秤时，李老板随手从左手边的桌子
下拿出一台“康达”牌电子秤，“那个不能调，
这个可以。”并且给记者演示。“先开机，然后
按1，再按‘去皮’，再按M1是9两半，M2是9

两，M3 是 8 两半，M4 是 8 两，
M5是 7两半，M6是 7两……”
李老板一边演示一边给记者讲解。几秒钟的
时间，一台好好的公平秤就变成了作弊秤。
李老板将秤调成9两秤后，记者把手机放上
去测试，读数盘显示为3两2，然后记者又将
手机放到李老板说的那台“佳友”秤上，结果
却出乎意料，秤出的重量为2两9。

李老板也很奇怪，在按键区按了几个
键，显示还是2两9。“对对，这个秤也是调过
的，是 8两半的秤。”李老板恍然大悟般说。

“你不是说这个不能调吗？”记者疑惑。李老
板解释：“这个秤只能调一次，以后永远都是
八两半的秤，不能再调了。”

“还是建议你买这种可调的。”李老板
给记者推荐，操作简单，买回家直接用就
行，而且不会响，只要重新开机就是公平秤
了，最关键的是，随意调，7两、8两、9两随
意调，这台秤的最低价格为135元。

按下三个键，7两秤、8两秤、9两秤随意调

揭秘
调查
10个商贩6个秤缺斤短两

16 日、17 日，记者对永安街农贸市场、
伊河路文化宫路农贸市场、工人路农贸市
场、伊河路市场、百顺副食品农贸市场、颖河
南里疏导点、中原西路农贸市场 7个农贸市
场进行了抽查，在每个农贸市场随机买一种
菜，然后校秤，看看是否有缺斤短两现象。

抽查结果，这7家商贩4家有缺斤短两现
象。其中伊河路文化宫路农贸市场、百顺副
食品农贸市场、中原西路农贸市场买的生菜、
黄瓜、西红柿经过较秤与商贩所称的重量基
本一致。而在永安街农贸市场一家商户买的
西红柿原为2斤，校秤显示为1.76斤；在工人
路农贸市场买的黄瓜原为2斤，校秤显示为
1.88斤；在伊河路市场买的西葫芦原为2斤，
校秤显示为1.9斤；颍河南里疏导点买的南瓜
原为1.8斤，校秤显示为1.7斤，基本为9两秤
或者9两半秤。

随后，记者又寻找了三个流动商贩，分别
买了苹果、橙子和香蕉。其中苹果校秤后与原
重一样，2.1斤，而香蕉原为3.2斤，校秤显示为
3.08斤，橙子原为3.2斤，校秤显示为3.1斤。

“鬼秤”就是能随意修改主板、软件，利用密码调整计量单位，能缺斤短两
的电子秤。北京一家媒体近日报道说，改装、销售“鬼秤”的有一个地下链条。

类似的“鬼秤”在郑州是否存在？我市的市场里缺斤短两的行为如何？连
日来，本报记者进行了暗访，发现弹指间公平秤就变成了“鬼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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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开机，按1，再按“去皮”，按M1是9两半，M2是9两……
执法者：一些“鬼秤”关机再开机就是公平秤，现场无法抓住

“鬼秤”：随意修改主板、软件，用密码调整缺斤短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