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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诈骗者掌握详细信息

艾滋病公益组织白桦林全国联盟
负责人白桦一直紧跟诈骗事件。这几
天里，他与全国30省份接到诈骗电话
的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取得了联系。

截至7月17日晚，白桦林全国联盟
共接到来自30个省区市的275例艾滋
病感染者被诈骗的情况反馈。

白桦表示，目前只有青海还没有艾
滋病感染者接到诈骗电话。

白桦对记者表示，骗子自称是政府
部门或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将给艾滋病
感染者发放补助。一些感染者被要求
提供600-700元的手续费。此外，还有
一些骗子自称为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
谎称可以为感染者办理补贴，收费
3000元，今后吃药不需要再花钱。

电话交流中，艾滋病感染者们发现
诈骗者事先已掌握他们的个人信息，包
括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户籍
信息、确诊时间、随访的医院或区县疾
控部门等。

白桦提醒称，诈骗电话一般都是
170开头的号码，建议拒接电话或接听
后不承认是自己或家人的相关信息。
接到电话后也可以使用手机录音，获
取证据与当地疾控部门取得联系进行
报警处理。

【北京】
36人接到诈骗电话

根据白桦的统计，截至 7 月 17 日
晚，北京、江苏、浙江三地接到诈骗电话
的感染者人数最多，分别为36人、24人
和21人。北京的两位感染者和甘肃的
一位感染者分别被诈骗3000元、2300
元和700元。

北京顺义艾滋感染者小王在17日
上午 10时许接到了 170开头的诈骗电
话。小王对记者表示，对方在打电话的
过程中直称其名字，对他在 2015年的
确诊时间、在哪里拿药、身份证号、工作
单位等信息掌握精准。

小王表示，隐私外泄严重影响了他
们的个人生活，“诈骗本身不可怕，可怕
的是骗子掌握的信息是百分之百准确
的，这让我们很害怕”。在接到诈骗信
息后，他已向顺义区疾控部门上报。顺
义区疾控部门工作人员称，16日也接到
了类似举报，会妥善处理此事。

【中疾控】
接到诈骗电话要报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
人 17日表示，艾滋病感染者的个人隐
私信息受国家法律保护。国家艾滋病
感染者相关信息系统被列为国家网络
信息重点安全保护对象，并且按信息安
全三级等级保护进行管理。发现诈骗
情况后，中国疾控中心立即启动了信息
系统安全应急响应，对相关信息系统开
展信息安全排查，并进一步提升了相关
加密措施。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疾控中心已经
报请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将积极配合公
安部门尽快破案，也同时呼吁接到类似
诈骗电话的感染者，及时向当地公安机
关报告。

【律师】
涉嫌诈骗罪可追刑责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
表示，艾滋病人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
保护的范畴，由于疾病本身的特殊性，
艾滋病人的相关信息受到法律法规的
严格保护。

他表示拨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涉
嫌诈骗罪，该人非法获取艾滋病患者的
个人信息，以发放补助为由获取患者的
信任，骗取患者大量财物，使患者蒙受重
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韩骁分析，依据我国《刑法》规
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3000元以上
即可追究刑事责任，可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高可
处无期徒刑。

他同时认为，疾控中心负有对
患者相关信息保护的义务，其应当
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保障患者信息
的安全隐秘。如果疾控中心未能履
行上述义务，造成患者因信息泄露
遭受损失的，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而如果其已采取适当措施
但仍未能避免信息泄露，则不必承
担责任。

【应对】
疾控部门发短信提醒

记者获悉，目前，全国多地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已陆续展开工作，安
徽、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疾控中
心已经发出预警。多地感染者称，
已经收到当地疾控部门发出的一些
手机短信，提醒谨防诈骗。

如安徽芜湖镜湖区疾控中心发
给当地感染者的手机短信称：近期
有病人反映接到 170开头手机通知
领取疾病补助，请注意不要在电话
里泄露个人银行卡及密码、身份证
等个人信息。短信提醒，申请补助
仅限当面递交申请材料，不支持电话
问询个人资料。另外，病人个人资料
仅限户籍所在地疾控部门、现住址疾
控部门及上级疾控部门可直接查询，
其他机构（包括但不限民政、公安、社
会保障、从未去过的医院等）均无直
接能力查调病人病情资料。

【延展】艾滋感染者
隐私保护存难题

在我国，艾滋病人的隐私保护
早已写入法律。然而在现实中，却
屡次出现艾滋病感染者个人信息被
不当泄露的事情。

去年，我国的一些高校出现了
不当对待患病学生或泄露学生身份
的案例。如在天津和湖北等地的高
校，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学生被逐出
校门的事情。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
福去年表示，我们基本原则是没有
变的，国家的政策还是要保护患者
的隐私。

2006年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
例》是我国防治艾滋病的“根本大
法”。其中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
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
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
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
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白桦对记者表示，虽然已经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然而在执行中却
是另一回事。很多地区的疾控部门
或医院对于感染者的个人隐私重视
不够，一些初筛阳性检测的医院等
机构对于感染者告知方面也存在很
大问题。

他举例说，今年我们遇到一连3
例都是医学院校面临毕业的大学生
或研究生，在实习单位医院抽血发
现HIV阳性后，被直接告知其学校及
班主任，而不是首先告知感染者本
人。

白桦说，我们遇到的多例情况
是医院在没有告知病人本人病情的
情况下，把相关情况告知给其家人，
甚至导致家人忍受不住压力被迫辞
职、精神抑郁等情况。病人和家属
都承受了很大的心理煎熬。

他说，近期某省的 NGO组织工
作人员也在聊天中提起他所在当地
的一个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的问
题，感染者随访的病历档案随处乱
放，病人都可以随意看到其他感染
者的个人信息。 （李丹丹）

30省份275名
艾滋病患者
遭遇电话诈骗

个人信息疑遭大面积泄露
中疾控称已报请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全国30省份275名艾滋病感染者称接到了诈骗电话，艾滋病感染
者的个人信息疑似被大面积泄露。7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报
案，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尽快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