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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消费维权活动走进社区，现场设置鉴定咨询台———

专家走上街头帮市民鉴宝
文/片 本报记者 齐璐 实习生 李联义 张现伟 本报通讯员 龙荣科

网上买来血压计，一量误差偏大
活动中，光明社区居民陶先

生带着一部血压计来到现场，工
作人员检测后发现，血压计误差
偏大，竟比正常值高了8mmHg。

据计量所的工作人员吕女士
介绍，市民带来的血压计连接在
测量仪器上后，再设置成120/80标
准值进行检测。“要设置5个不同
的数值，在每个数值的基础上试
压3次就可以检测出血压计是否
合格。”工作人员说，测量允许有

误差值存在，“静态压力的误差可
以在±4mmHg之内”。

经检测，陶先生的血压计高
出高压8mmHg。这个血压计是
陶先生的女儿在网上花了580元
买来的。工作人员建议陶先生，
去正规店家购买血压计使用，注
意产品上一定要有医疗器材生
产许可证。“幸亏这次活动，要不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血压计不准
确。”陶先生说。

翡翠手镯成色好，结果竟是人工填充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拿着玛

瑙、和田玉等前来鉴定。“大部分市
民不懂珠宝玉器，有时以为是好玉
石，结果买回家发现是玻璃。”检测
局珠宝检测鞠主任说。

“平时比较喜欢收集玉器，但自
己的眼光不专业，今天就想过来鉴
定一下。”经检测，许先生带来的十
余件玉器都是专业性较强的玉石。

还有一位市民带来一副翡翠手
镯前来鉴定。玉器表面比较光滑，看

起来不错，但经鉴定，这不是优质翡
翠。鞠主任说，先是用酸浸泡，让玉
器表面显得十分光滑，再经过一系
列比较复杂的加工，就能生产出能
蒙混大部分市民的玉器。“里面的翠
绿是天然的吗？”“那翠都是填充进
去的。”鞠主任说。

鞠主任提醒广大市民，购买珠
宝玉器时要去正规店里购买，如果
仍有疑问，可以带上已购买的物品
去检测局进行鉴定。

计量所每年对眼镜店标准镜片箱检测
据了解，威海全市共有

近300家眼镜店，每一家眼镜
店都会有一台标准镜片箱，
是市民在购买镜片时用来进
行校对的必备工具。

计量所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每年都会对300家眼镜店
内的标准镜片箱进行检测和

校对。
在活动现场，计量所工

作人员配备了验光仪等器
具，方便前来咨询的市民进
行测量。前来进行检测的市
民也是络绎不绝，有不少老
年人前来咨询关于自身视
力的问题，大明与博士眼镜

店的工作人员对咨询的市
民进行了现场解答。

活动中，市民比较关心
的是血压计与珠宝的鉴定。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宣
传单400份，为市民鉴定血压
计30余部、眼镜20余副、珠宝
玉器百余件。

每年的3月15日都是消费者维权意识最强的日子。多年来3·15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打击假冒伪劣的运动，实际上，消费
者权益保护绝不应仅仅是打击假冒伪劣，我们更需要的是了解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看清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陷阱，知晓虚虚假宣
传、假冒伪劣的生存之地，认识真正的诚信品牌。今年3·15，本报整合这些消费者最需关注的问题和信息，您在消费，我们护航。

▲活动现场，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络绎不绝。
市民带着血压计请工作人员帮忙检测。

您在消费，我们护航
编
者
按

14日上午，北门、光明、花园等八个社区计生协会联合质
检等部门，在威海大世界北门步行街举行了“3·15消费维权进
社区”活动。质监计量所和检测局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设置
了珠宝、血压器、眼镜等鉴定咨询台，帮助市民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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