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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有种昆虫“咬人”会100%致人死亡？晚报君求证——

隐翅虫毒液不会危及人生命

20172017年年44月月1010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微 辟谣

微 提醒

本报讯（记者于 欢）“春
天又到了蛇虫出动交配的季
节，看到这种虫子千万别打！
100%致命！隐翅虫在你身上
时绝对不要打，它身上有毒
液，接触到皮肤，就死定了！”
最近，这条信息在朋友圈引起
大家的广泛传播，到底拍打隐
翅虫是否会致命？一只小昆
虫真有这么大威力吗？晚报
君一番求证后鉴定该信息是
谣言，纯属胡扯。

这条假信息图文并茂：一
种叫“隐翅虫”的图片下面写
着这样的文字：“全球发出警
示，请传出去！隐翅虫，在你
身上时绝对不要打，它身上有
毒液，接触皮肤，就死定了！
跟你的孩子、朋友讲，万一身
上有这虫，用嘴巴轻轻吹走就
好。绝对不要用手打！”当下
正是万物复苏的春天，这条应
景信息的出现让很多人深信

不疑。造谣者不仅利用人们
对自身安全的关注，还在内容
上用“100%致命”“死定了”这
种吓唬人的字眼来刻意夸大
事实，更是扩大了该谣言的影
响力和传播力度。

隐翅虫是什么？南阳农
业职业学院教授胡如善告诉
记者，隐翅虫是一种常见虫，
对农作物来说，这是一种益
虫，隐翅虫身长只有几毫米，
翅膀很短，大约每年5月份开
始出现，一直到9月都是活跃
期。“隐翅虫喜好栖息在水田、
草地及树林中，有趋光习性，
常 在 晚 上 飞 入 有 灯 火 的 地
方。隐翅虫不会像苍蝇、蟑螂
那样危害，希望大家不要紧
张。”胡如善教授提醒广大市
民，遇到隐翅虫落在裸露的皮
肤上，大家一定不要捏死或者
拍死它，应用嘴吹到地上，用
脚踩死。

拍打隐翅虫真的会致命
吗？南石医院皮肤科主治医
生闫静告诉记者，医院每年都
会收治隐翅虫皮炎病人，沾染
隐翅虫毒液不会致命。“隐翅
虫并不叮咬人，但是其体内的
强酸性毒液一旦沾到皮肤上，
有腐蚀作用，会引起隐翅虫皮
炎。特别是过敏体质的人，沾
染隐翅虫毒液会起条状、片状
红斑或脓包，甚至溃烂。”闫医
生表示，很多患者用手将隐翅
虫打死，才导致毒液接触皮
肤。只要不拍打隐翅虫，它就
不会伤人，大家不必惊慌。如
果市民到郊区游玩，可以喷洒
一些驱蚊剂，也能起到预防毒
隐翅虫叮咬的作用。如果隐
翅虫的体液不小心弄到皮肤
上，可先用牙膏、苏打、肥皂水
等对皮肤进行中和处理，再用
清水冲洗干净，症状严重者应
及时就医诊治。累累累1

二维码的出现，给人们带
来了很多便利，现在什么都可
以使用它来进行支付，我们国
家离无现金社会越来越近
了。但是，这也给了别有用心
的人可乘之机。有些扫码之
后要求填写个人信息的，很可
能是为了骗取你的隐私信息
去销售，所以扫码前一定要警
惕，不要贪小失大哦。

我们针对不同的软件需

要设置不同的权限，以免自
己的隐私被泄露。像是读取
联系人、读取位置、读取短信
以及调用相机这几项权限尽
量设限。如果你有以上这些
使用手机的习惯，一定要及
时更正哦。累累累1

随随便便就扫二维码

本 报 讯（记 者 郝 春 城
王 冕）近日，微信又出现新
骗局了！现在已经有网友上
当，请大家上网时一定要留
神。

这个骗局说白了就是：拉
人交数额不等的押金，做任
务，点 10个赞，截屏发群里，
领30元。只要每天在朋友圈
发一条微信，且集满 10个赞
就能一天进账 30元。什么，
竟有这等好事！一夜暴富即
视感，转起来！如果，您轻易
相信照着做，结果肯定是被忽
悠。

近日，市民张先生在家看
手机时，一名陌生人将其拉入
一个微信投资好友群。当时
张先生也没在意，就通过了验
证。经过仔细查看，张先生发

现，群里的会员讨论着一个问
题，就是转发某公司的官方微
信，能获得30元红包，如果拉
一 个 人 进 群 ，能 得 80元 红
包。为了保证能真正转发微
信，并拉更多人进群，在转发
前必须先缴纳338元验证费，
待转发业绩达到一定程度后，
该款会自动退还。经过一番
查看，张先生发现很多人都在
转发这条微信，便相信了。于
是张先生给群主转了 338元
验证费。可当张先生把验证
费通过微信转过去后，发现群
主不说话也不回话，而且突然
把群解散了。这时张先生才
明白被骗了，随即报警。

无独有偶，最近市民秦女
士也加入了组织微信网友转
发朋友圈广告赚钱的微信群，

在交了268元的押金后，其所
在群的管理员就再也联系不
上了，她这才发现上当受骗。

这里晚报君提醒大家：天
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呀！尤
其是往外吐钱的，这种事坚决
不能干！通过微信可以看到，
交了会费后，骗子就会把被骗
者拉黑，更别提许诺的高提成
高收入了。骗局形式虽新却
还是老套路，说来说去，就是
让你给他打钱。小伙伴们记
好了：以任何理由要钱的都不
给，做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就对
了。赶快给身边的亲友看看
吧，别再让骗子得逞。累累累2

这些使用手机的坏习惯赶紧改吧

手机存隐私
操作要谨慎

微 关注

（网络图片）没防备，微信又现新骗局
赶快给身边的亲友看看，别再让坏人得逞了

（网络图片）

随着时代的发展，便捷的智能手机成了我们生活
中的必备品。怎么个“生活必备”?人们和手机天天形
影不离,“生活必备”,那是必须的。可是，谁又曾想过，
在我们这样频繁地操作手机时，隐患也可能随之而
来。在这里，让晚报君细数人们使用手机的坏习惯。

□本报记者 单书军

很多手机使用者不习惯
把手机后台的应用程序关闭，
这会导致程序占用内存，使得
手机变卡。如果手机被陌生
人拿到后，无须验证就能直接
进入应用。如果陌生人进入
的是支付软件，那后果是很可
怕的。所以，及时关闭应用程
序，防患未然。

手机上的应用软件越来
越多，应用一个软件就得注册

一个，导致要记的密码也越来
越多。记在笔记本上，拿着不
方便，还怕丢了。不少人干脆
就把所有应用软件的密码设
置为同一个，这样可以方便记
忆。但是，如果其中一个软件
密码被破解，其他的也就不攻
自破了。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社交软件和支付软件的密码，
千万不要设置成一样的。赶
快了，更改密码了。

退出应用程序不彻底

现代手机的功能日益强
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很多人都
会把一些有个人信息的照片
留在手机中，很多常用软件的
密码内容也记录在手机记事
本中，如果被一些“热心看手
机”的人看到，那就不好了。
人们外出都喜欢使用 wifi信
号，可如果连接了黑 wifi信
号，或者点了有病毒的链接，

那么这些隐私信息就会马上
让不法分子得到，到那时就得
不偿失了。

朋友圈经常会有人转发
各种“性格测试”、“星座测
试”等游戏，不管是否可信，
总会引诱一部分好奇的人
点进去试一试。有的测试
还需要填写个人信息，骗子
收集这些信息后，就能拼凑
出你完整的个人信息了。

在手机中存个人隐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