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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在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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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维码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
的。本文就如何将二维码准确性高、信息容量大、应用成本低、防伪能力强等特点应用到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中，从而
增强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的防伪性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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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贵金属作为一种昂贵的物品，如何用科学的手段

对其销售环节进行高效监管，防止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现

象的发生成为时下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维码作为一种

全新的信息存储、识别和传递技术，具有可靠性高、保密

防伪性强、信息容量大、制作成本低，并且可以表示汉字

和图像等信息的特点。因此，将二维码应用到珠宝贵金属

鉴定证书中，可以充分满足珠宝贵金属一物一证的需要，

并通过手机等终端轻松实现查询和真伪鉴定工作。 
1  二维码防伪特点分析 

1.1  信息容量较大 
由于二维码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均可以表示信息，所

以其信息量比一维码大的多。通常一维码大约能容纳 20个
字符，而二维码则可以容纳上千字符。例如我国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汉信码（版本 84），支持全部 GB18030字
符集汉字以及未来的扩展。汉信码可以存储数字字符 7829
个，字母数字 4350个，中国常用汉字 2174个。 

1.2  纠错功能强 
二维码可以表示数千字节的数据，如果没有纠错算法，

一旦二维码受到损坏，那么该条码就变得毫无意义。通过

采用纠错机制，使得二维码在因穿孔、污染等引起的局部

损坏中，依然可以得到正确的识别。如 QR 码的纠错能力
为 L级约可纠错 7%的错误，M级约可纠错 15%的错误，
Q级约可纠错 25%的错误，H级约可纠错 30%的错误。 

1.3  制作成本较低 
利用现有的点阵、喷墨、激光、热敏等打印技术，可

以轻松在纸张、卡片、塑料，甚至是金属表面上进行打印。

制作一个二维码的成本从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低廉的成

本便于二维码的广泛使用。 
2  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的二维码系统 

普通的二维码并不具有防伪功能，而我们在制作二维

码的同时，可以采用一定的算法将信息进行加密，同时将

加密后的信息制作成二维码。 
在数据录入模块中，信息可以分为两大类：鉴定基本

信息和加密信息。鉴定基本信息包括证书编号、质量、颜

色、折射率、检验结论、检验人、审核人、签发人、日期

等信息。而加密信息包括委托鉴定单位和鉴定机构的隐含

信息。加密信息主要为证书防伪或为经营机构和检验机构

的保密需要而设计。 

 
在读取二维码时证书的基本信息部分可以直接读取，

而防伪部分必须通过珠宝贵金属证书二维码管理系统进行

翻译，从而实现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的防伪。 
3  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防伪要求及二维码的无

线物联网功能 

3.1  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的防伪需求 
珠宝贵金属作为一种饰品和收藏品具有极高的价值，

然而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珠宝贵金属

饰品，有的造假水平之高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所以

权威部门的鉴定证书就成了广大消费者和藏友真伪鉴定的

依据。一份真实的鉴定证书就可以更好的维护珠宝贵金属

交易市场的公平交易，从而推动珠宝贵金属市场的更好更

快的发展。所以对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进行防伪和对防伪

数据进行快捷查询就成为防伪的关键。 
3.2  二维码在中国的主要应用模式 
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主要通过手机二维码作为二

维码主要的无线物联网应用模式，他通过手机的摄像头对

商品的二维码扫描而得出具体的二维码信息，并把这种信

息通过专门的解码软件进行读取，从而显示接收数据信息，

通过这种方式读取信息可以帮助用户获取最准确的信息，

避免用户在手动输入过程中所出现的输入误差。 
3.3  二维码无线物联网的应用 
解码链接上网的模式是使用手机的摄像头对物体的二

维码扫描得到具体的二维码信息，但是不直接使用这个扫

描信息，而是通过登陆扫描二维码得到的相关联的网站进

行浏览与信息下载。这种模式在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的真

伪查询上也得到较好的应用。 
解码验证真伪的模式是使用手机摄像头进行二维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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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安全性能和灵活性能，状态检测技术不会像包过滤技

术那样对每一个单个的数据包进行检测，而是将属于同一

连接的所有的数据包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且根据连

接的不同构成连接状态表，配合过滤规则表和连接状态表

可以对计算机网络中数据的各个连接状态进行识别。 
（4）加密和用户授权访问控制技术。在开放式的网络

中，由于数据加密和用户授权访问控制技术比防火墙更加

灵活，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安全防护比防火墙技术更加有效，

用户授权访问的控制技术主要出于对静态信息进行保护，

一般在操作系统中实现。数据加密则主要是对于在网络中

进行传送的数据进行保护的技术。 
2.2  计算机网络管理措施 
强化计算机网络安全意识，不断完善系统的安全管理

制度，是决定安全防护是否能够到位的重要措施。根据计

算机网络的特点，制定一些实用的有效的管理制度，通过

对计算机网络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计算机网络系统管

理人员、程序员等人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平，提高其安

全意识，重视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对于不依照制度进行

工作的工作人员要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针对重要的工作

部门，要制定严格的工作操作流程，不能够擅自采取操作，

对重要的数据信息要及时备份，只有具有权限的人员才能

够对数据进行恢复，从而防止不正确的操作对网络系统造

成损失。此外，为了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网络内部 IP地
址资源应当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分配，防止抢夺 IP现象的出
现，而对于盗用 IP地址的用户必须及时查找并进行严肃的

教育。 
及时对计算机的漏洞进行修补，防止恶意软件或者病

毒利用这些系统缺陷对计算机网络进行攻击。做好计算机

系统的维护工作是用户个人管理计算机安全的一种重要的

措施，也是防止病毒入侵的重要的手段，只有养成良好的

上网习惯，强化网络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计算

机网络安全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3  小结 

随着网络的发展，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

的重要一部分，是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好帮手。一方面由

于网络攻击的方式各种各样，防不胜防，对网络的威胁不

断加大；另一个方面，网络的应用范围在不断地扩，人们

对于计算机网络的以来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安全意识淡薄，

对网络安全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无法估量，因此计算机网络

安全防护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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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得出二维码数据之后把数据传输到服务器，由服务

器进行商品的真伪的验证。这种形式的二维码在电子商务

和产品防伪方面应用的非常普遍，像这种形式的手机二维

码也可以较好的应用于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的真伪查询

上。 
4  二维码的防伪查询的优越性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手机与无线物联网的连接，二维码

这一种具有高信息存储量与高灵敏度可分辨性的媒介被越

来越多的应用到手机与无线物联网之中。二维码与手机相

结合，可以超越传统的网络，形成可移动的智能超级媒介。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消费目光投

向珠宝贵金属市场，只需要把珠宝贵金属鉴定证书的二维

码置在手机摄像头前进行扫描，就可以很快速的获取珠宝

贵金属商品的品质和真伪信息。二维码技术远远不止只用

于防伪，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二维码在珠宝鉴定证书的成

熟运用，未来的珠宝贵金属交易完全可以在网络上进行，

最终为珠宝贵金属消费市场提供真正公平的交易平台。 
5  结束语 

随着二维码的普及，二维码的迅捷给用户带来很大的

便利与乐趣，但是二维码技术在中国仍是起步阶段，二维

码核心的代码仍然在开发过程中，而二维码的科技含量相

对于其他科技来说并不是很高。所以，越来越多的二维码

应用领域仍然需要对二维码进行核心代码开发，使之成为

于与之相匹配的系统。本文通过二维码防伪技术的探讨，

并将推进二维码在更多领域的防伪应用，从而促进国民经

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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