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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警察，你的银行卡涉嫌洗

钱”“你的护照有非法入境记录”“你的手机

发送大量诈骗短信”……

注意！这些都是冒充公检法诈骗惯用

伎俩。近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布反诈

预警，提醒市民当心冒充公检法诈骗。

5月23日，盱眙县郑女士接到一通自

称是警察的电话，询问她是否认识王某，称

王某涉嫌非法洗钱犯罪，曾用郑女士的身

份证办理了一张银行卡，现在警方怀疑郑

女士也涉嫌犯罪需要其配合调查，让郑女

士下载“应急执法会商”视频通话软件。郑

女士看到视频中“警察”身穿警服在公安局

办公，便相信对方是警察。“警察”称想要证

明郑女士没有参与犯罪，需要将其所有的

资金冻结。之后“警察”以验证郑女士银行

卡是否成功冻结为由，让郑女士试着向指

定账户转账198765元、99000元。之后郑

女士接到96110预警电话，才意识到被骗，

共损失297765元。 ■据淮安警方

和“警察”视频

淮安一女子被骗29万余元

炎炎夏日，
青翠欲滴的荷
叶赏心悦目，令
人倍感清凉。
近日，洪泽区东
双沟镇滨湖社
区农民在荷塘
喷洒药剂，防治
蚜虫侵蚀荷叶。

■刘彬 摄

●这些虫类需要警惕
入夏之后，虫媒传染病进入相对高发期。

专家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暖湿化，很多虫类活

跃的时间更长，活动范围增大。

“近期因蜱虫咬伤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

多。以前蜱虫的活跃时间是6月到9月，随着

全球气候暖湿化，现在从4月到10月都要进行

监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

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洋说。据介绍，蜱

虫叮咬人体后可导致多种感染性疾病，包括发

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莱姆病等。

一些相对更少见的虫类伤人也不含糊，比

如形似“大蚂蚁”，身形细长、橘黑相间的隐翅

虫。“在脸上拍死一只虫子，刚开始只是有灼热

感，后来越来越疼，起了一大块红斑脓疱。”近

期，多位网友贴出照片，控诉被隐翅虫伤害的

经历。

专家表示，隐翅虫有强酸性体液，如果被

“拍死”体液就会释放在人的皮肤上。因此，不

要直接拍打隐翅虫，想办法将其赶走即可。处

理隐翅虫可以用胶带粘、用多层纸巾按，不要

直接接触虫体。放一盆清水并滴入风油精，能

对隐翅虫起到诱杀作用。

还有一种外形与蚊子相似的昆虫白蛉，在

我国主要出现在长江以北的农村地区，5月到9

月进入活跃期。白蛉通常栖息于阴暗、潮湿、

避风的场所，喜欢在黄昏到黎明前吸吮人血，

是传播黑热病的主要媒介。

黑热病的临床表现为长期发热、乏力消

瘦、皮肤暗沉，容易被误诊漏诊。邹洋表示，夏

秋季节如果身处白蛉出没的地区，建议适当减

少户外活动，外出时穿着长衣长裤，使用驱蚊

剂、纱窗和蚊帐进行防护。如果出现疑似症状

要及时就医。

●蚊子叮咬不容小视
蚊子是夏天最常见的毒虫，也是多种严重

疾病的传播者，比如传播登革热的伊蚊、传播

乙脑的库蚊和传播疟疾的按蚊。

“传播登革热的伊蚊也称黑斑蚊、花斑蚊，

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邹洋说，伊蚊

的特点是主要在白天叮咬吸血，而非“昼伏夜

出”。家里尤其要避免积水，即使是干净的存

水，伊蚊也能在其中产卵繁殖。

邹洋说，登革热通常有几天的潜伏期，患

者起病通常有高热、皮疹，还有一些患者会出

现皮肤、鼻腔、牙龈、消化道等部位的出血症

状。有过出境经历，尤其是去过登革热高发地

区的人，出现症状后尤其要注意排查。

对于驱蚊产品的选用，受访专家表示，孕

妇和哺乳期妇女也可以使用避蚊胺，其对蚊子

之外的很多其他昆虫也有驱避效果。儿童选

用驱虫剂，避蚊胺浓度不要超过30%，要注意

避免喷到面部和误服。

●孩子和宠物尤其需要做好防虫
夏季人们穿着凉爽，户外活动增多，喜欢

去草丛、树林玩耍的孩子和宠物，相对更容易

受到蜱虫侵害，做好防护很有必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徐京

杭建议，野外露营、徒步时尽量穿浅色光滑的

长衣长裤，能扎住裤脚更佳。使用含有避蚊胺

的防蚊产品也能起到减少蜱虫叮咬的作用。

在草丛、树林等地活动后，家长要重点检查孩

子耳后、脖子、腋下等部位，看看有没有新增的

“小黑点”。

专家还提醒，宠物狗从公园、野外玩耍回

来后，也要仔细检查其身上有没有蜱虫附着，

长毛狗要拨开毛发检查，如被蜱虫叮咬要及时

采取措施，防止蜱虫随宠物狗进入家中。

“蜱虫叮咬人体时会分泌让神经麻痹的毒

素，因此很多人被咬后未能第一时间发觉，增

加感染疾病的风险。”邹洋说，如果被蜱虫叮

咬，千万不要强行拔出，可以用红霉素软膏覆

盖整个虫体，使其窒息死亡，约半小时后再用

镊子将其垂直拔出，注意检查是否还有口器残

留。

被蜱虫叮咬后，部分疾病的潜伏期可长达

一个月。徐京杭说，如果在清除蜱虫后的几个

星期出现发热、皮疹、乏力、肌肉酸痛、头痛等

不适症状，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据新华社

这份夏季防蚊虫攻略请收好

助你安然度夏
随着天气渐热，蚊虫活动更趋活跃，被叮咬后不仅痛痒难耐，一些虫类还可能导致传染病或严重感染。哪些虫

类需要格外留意？居家和外出时应如何做好防护？被叮咬后如何处理？这份防蚊虫攻略助你安然度夏。

警方提醒：
1、凡是以公检法工作

人员的身份联系您，引导您

网上办案、下载会议软件、

开启屏幕共享、进行线上笔

录的都是诈骗。

2、任何要求提供银行

账号、密码、验证码，把资金

转到“指定账户”或“安全账

户”的，都是诈骗。

3、接到此类电话，要提

高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不

汇款，谨防个人财产受损。

有疑问可以拨打反诈专线

96110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第三步
诱导受害人进行资金转账。

骗子以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

人将银行卡内的资金转入“指定

账户”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账户”

进行资金查证，甚至提出安排“监

察专员”上门拿走受害人从银行

取出的大额现金进行“监管核

查”。一旦受害人按指示操作或

转账，资金就会进入骗子的口袋。

第一步
广 撒 网 锁 定“ 猎

物”。骗子自称是公安

局、检察院、法院工作人

员，准确报出你的身份证

号（利用非法手段获取），

称“银行卡涉嫌洗黑钱”

“名下护照在某地出现非

法入境记录”等等，需要

“配合警方办案”。

第二步
威胁恐吓引起

慌乱。诈骗分子诱

骗你下载软件，身着

“警服”开启视频聊

天，向受害人展示虚

假 警 官 证 、逮 捕 令

等，使受害人陷入恐

慌，对骗子的话深信

不疑。

诈骗套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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