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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是密切接触者”。诈骗
分子冒充防疫工作人员向受害人发
送钓鱼链接短信，谎称受害人是新
冠肺炎确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诱
导受害人点击链接填写个人信息。
随后，再以近期大数据行程卡访问
量过大，存在系统故障为由，索取
短信验证码确认行程轨迹，进而骗
取钱财。

防骗提示：不明链
接 不 要 点！ 如 果 收
到相关短信，可以
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推出的“同行
密接人员自查”
小程序里先自行
筛查。

2.“你的快

递被检测出阳性”。

诈骗分子伪冒快递客
服给受害人打电话，谎
称“你的快递检测出新冠阳
性，已被销毁，但可以申请理赔”。
在受害人加了“客服”好友后，骗
子会发来虚假“官方网站”，并诱
导受害人填写个人支付信息，进而
盗走受害人的资金。此时，骗子还
会以受害人的支付信用分不足、理
赔渠道未开通、赔款无法到账等为
由，诱导受害人进行贷款，进而骗
取钱款。

防骗提示：接到陌生电话要提
高警惕，要做到“个人信息不透露，
转账汇款多核实”。

3.“你的健康码有异常”。诈
骗分子冒充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谎
称受害人健康码存在异常，要求受
害人快速前往公安机关核查。受害

人相信后，对方主动提出将电话转
至所谓的公安局进行线上调查，随
后“公安人员”谎称在核查行程时
发现受害人有几笔异常经济交易，
怀疑与一起洗钱案有关，要求受害
人配合调查清查资金洗清嫌疑，进
而骗取钱财。

防骗提示：公安机关不会通
过电话或者网上办案，更不

会与涉案人员有金钱往
来，凡是以涉拐、经

济犯罪、非法提取
社保、阻碍疫情
防控等理由，要
求清查资金的都
是诈骗，一旦遇
到此类情况，切
勿轻信。

4.“疫情防控

线上排查”。诈骗分
子伪装成疫情防控中心

或卫健委工作人员，谎称进
行线上排查，要求受害人提供联系
方式、身份证号码及手机验证码等
相应信息，进而盗取受害人银行卡
内的资金。

防骗提示：疫情排查工作不会
收集个人的银行卡号、网银账户及
密码等敏感信息，一定要注意甄别，
谨防受骗。

5.“核酸结果查询群”。诈
骗分子通过不法渠道批量购买账
号，伪装成疫苗接种普查调查员或
回访员，以社区工作人员的名义添
加好友，再将受害人拉进群。随后，
诈骗分子会在群内发布刷单、赌博
等违法违规信息，以做任务拿返利
为诱饵行骗。

警惕这些涉疫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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