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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 美国论文抄袭监测网站 Plagiarism�
Watch 宣布，他们通过查重软件发现了一起中国论
文造假事件，并且有充分证据显示，这是一起由论
文造假公司和“掠夺性”SCI 杂志默契合作的针对
中国作者的“职业化”造假事件。

接到匿名举报后，Plagiarism�Watch 利用查重软
件系统 iPlagiarism（艾普蕾） 检测发现多篇相似论
文，进一步人工排查发现，最为相似的 6 篇使用了
完全相同的图表和完全一致的流式细胞检测结果，
且作者竟然全部是来自中国。

顺藤摸瓜， 他们发现这些文章作者的 email 均
是 163 信箱，并且命名方式整齐划一。 不可思议的
是，有些相互抄袭的文章竟然还发表在同一杂志的
同一期上。

Plagiarism�Watch 据此推论：该杂志是“掠夺性”
杂志（国际学术出版界对那些旨在敛财的期刊的称
呼），并且与第三方论文代写公司狼狈为奸，一个赚
了论文代写费，一个赚了版面费。

据最早在科学网博客上介绍此次事件的重庆
医科大学特聘研究员谭新杰介绍，此次被曝光的巴
西杂志《基因学和分子研究》影响因子只有 0.764，
但 2015 年中国论文的发表比例高达 78.1%， 且和
前几年相比比例年年升高。

不过，这些论文中有多少造假还需要进一步分
析，多位学者表示，希望编辑部利用查重软件进行
调查。

此次曝光的几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医院和医
学院并非偶然。“医学是我国学术不端发生的重灾
区。 ”一位医学院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
出。

“大夫的收入和独立的管床权、 处方权直接相
关，必然要晋升职称，治病救人不太容易量化考核，
科研水平是重要考核点。 ”一位匿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现在连许多二甲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来做科
研，有必要这么多人做科研吗？ 但没办法，想往上
爬就必须走这条路。 ”

除了期刊，中国学者还在养活这条产业链上的
其他环节。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反映： 最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期刊开始要求作者使用专业公司进行
论文润色。

虽然学术圈不乏正规的论文润色公司，但任胜
利指出，随着论文代写公司的壮大，造假正在从“严
重”向“猖狂”发展。

谭新杰也认为，如何让评价体系更为合理是一
个巨大的社会管理课题。“从根源上杜绝作假很
难，类似于法律再严也无法阻止犯罪。 ”他建议思
考如何利用技术手段遏制学术不端，比如广泛采用
可信赖的英文论文抄袭检测软件系统。

/ 中国科学报

电信诈骗手法又有翻新
冒充通信管理部门行骗

论文造假已成产业链
代写公司和期刊联合“吸血”

广州警方发布紧急提醒：近日，电信诈骗手法又有翻新，
这次骗子冒充通信管理部门，以市民手机发送垃圾短信要转
公安局处理为由，进而诈骗事主钱财。 据广州警方反电信诈
骗中心统计，9月20日0时至24日12时， 该中心共接报47起冒
充广东通信管理局的诈骗警情。 上当受骗的群众损失金额超
过200万元。

日前，广州警方发布紧急提醒：近日，电信诈骗手法又有翻
新，这次骗子冒充通信管理部门，以市民手机发送垃圾短信要
转公安局处理为由，进而诈骗事主钱财。 该诈骗手法已让多位
市民上当受骗，最高损失达 118 万元！ 广州警方再次呼吁并提
醒：请广大市民接到任何来电称“你涉嫌洗黑钱，或个人信息泄
露，或手机号码违法”时，要冷静判断，及时挂断并拨打 110 报
警；“公、检、法”司法机关有严格的办案流程，不会电话要求转
账。 凡在电话中要求你转账的陌生人，均是骗子无疑。

9 月 23 日 11 时许，事主霍女士向番禺警方报警，称被电话
诈骗了约 118 万元人民币。 经了解，原来霍女士 20 日上午接到
一个自称是“通信管理局监管科”的陌生来电，电话中 1 名男子
告知其在中国移动开通的一个手机号码涉嫌发送垃圾短信，并
帮霍女士直接转线到“公安局”。 霍女士后按一个自称王刚警官
的人要求，把股票变卖后的约 118 万元通过网上银行转至对方
提供的账号。过后，霍女士才意识受骗，于是报警。目前，番禺警
方已立案开展侦查。

据统计，9 月 20 日 0 时至 24 日 12 时，该中心共接报 47 起
冒充广东通信管理局的诈骗警情。 上当受骗的群众损失金额超
过 200 万元。

反诈中心民警指出，这类型的骗局都是嫌疑人拨打事主电
话，称事主名下有一个手机号码涉嫌发送大量诈骗(垃圾)短信，
被他人举报，要将事主所有电话号码停机。 然后帮事主转接到
公安局处理。 随后，由其他嫌疑人扮演公安机关民警，以事主身
份信息泄露、要配合办案为由，要求事主将钱转至其提供的“办
案账号”。 嫌疑人的来电多为 +8702087666118，+0195852102，
+02087629512，+8518253400 等网络改号号码。

广州市公安局反电信诈骗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1.注意陌生电话来源。诈骗分子冒充公检法、工商税务等各

类人员发短信、打电话，市民一定要注意来电显示。 对“0086”、
“+86”、“+027”、“170”、“171” 等号段开头的电话号码要格外小
心，慎防骗子来电！

2.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不会要求群众转账！ 更不存在任
何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

3.任何陌生人来电，但凡提出了汇款的要求，基本能判定是
骗局！

4.日常生活涉及银行转账，敬请多方核实，以防被骗。 / 广
州日报

诈骗团伙抓了近 200 人
三分之二的人每天拼命打电话

牵涉进这个案件中的， 目前抓了 192 个人。 其中三分之二
就是专门打电话的。 每个人每天都会打出上百个乃至几百个电
话，如此海量，即便“广种薄收”也依然能有所斩获。

浦江的黄先生，就是掉进这个电信诈骗圈套中的一位。
2016 年 3 月，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

姓刘，是杭州前列腺康复中心员工，对方能准确说出黄先生的
姓名，而且还知道，他正被前列腺问题所困扰，“黄先生，我们这
里的专家都很好，特别是宋医生……”

黄先生被说动了，联系了刘某口中的“宋医生”。
很快，电话接通。“宋医生”一开口就说自己是在北京中南

海专门给领导看病的专家。 这么大的来头，黄先生将信将疑中
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对方。

了解到黄先生的身体情况后，“宋医生”嘴里各种学术名词
乱蹦，说的和大医院医生还真有几分类似，到了最后，自然是推
荐了一款名为“帝皇某某汤”的药品，称该听上去就贵气的药可
以根治黄先生的病，半年一疗程 12 盒，每盒售价 600 元。

已经被侃晕了的黄先生，最终拿出 7230元订购了 12盒该药。
“宋医生”很豪气地表示可以货到付款，其后又几次打来电

话细心叮嘱其服药时间、饮食起居等注意事项。
诊疗服务这么细心到位， 黄先生也渐渐地放松了警惕，无

意间说自己还有个亲戚也有这问题，于是乎，“宋医生”顺手又
推销出了 12 盒药。

不过，黄先生的病并没有如预想中好转。“宋医生”忽悠：
“药肯定是好的，可能不太适合你，换一种就行。 ”于是，黄先生
出钱换药。

等到最终感觉不对报警之时，“药费”已经好几万了。

团伙公司化运作、分工精细
有人骗你上钩，有人“回访”再杀几刀

黄先生的报警，让这个团伙进入浦江公安的视线。 警方立
即开展侦查，并于 7 月 30 日抓获了 3 名嫌疑人。

这 3 个人，又牵出了一个更大的团伙，杭州、济南、常州、上
海、南京、南昌……内部分工明确，有人管打电话骗，有人管物
流快递药，还有人管培训新人电话该怎么打，忽悠该怎么弄。

正如前文所说，打电话的人最多，125 个人分了 10 个大组，
每个组下面还细分外呼组和回访组。

外呼组是大海捞针般打电话，看能不能先钓到鱼，而回访
组还会根据前面的进程反复联系受害人，希望能多宰几刀。

那这些电话号码是哪里来的呢？ 要么就是随机乱打，要么
就是精确轰炸。

精确轰炸的号码来源有两个，一是通过一些渠道获得患者
信息，另一个渠道是“钓”———诈骗团伙会在各地的小报小刊上
刊登各种眼花缭乱的医疗广告（主要是两类，心血管疾病和前
列腺疾病），说能提供医疗资料和信息，骗一些患者来电来信去
索取，然后号码就会被记录下来，隔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精
确”下套了。

对于拿到号码的“话务员”来说，一天要打几百个电话，早
上 8 点半开始，甚至会连续打到晚上 9 点多。

上钩的人越多，他们的“提成”也越高，一个月到手四五万
元并不鲜见。

卖的药基本没批号正规市场禁售
“成本”十来块，敢卖五六百

虽然“话务员”月收入能到好几万，但赚得多的，还是幕后
老板。 现在的初步调查显示，有一个月，在杭州的一个点就卖出
了 1650 万元的货。

案件中涉及的大量药品， 也已经被确认没有正规药品编
号，粗制滥造，成本一二十块甚至更低，但开价五六百卖给受害
者，眼都不眨。

浦江警方告诉记者，这个案件，目前的定性，是以冒充康复
中心医疗专家的名义， 向受害人拨打推销药品的诈骗电话，用
虚构身份、虚构疗效、恐吓等手法实施诈骗，受害人达到一万多
人，涉案金额在 2 亿元以上。

而在 9 月 23 日的统一行动中， 一共出动了 400 余名警察，
分赴杭州、济南、常州、南京、上海、南昌等地统一收网，抓获嫌
疑人 192 名。

初步审问之后，警方发现，这个团伙，基本也是老乡带老
乡，亲戚朋友相互带为主，其中尤以安徽、河南两地的成员居
多。 对所从事的事情的违法性，他们一直心知肚明。

/ 钱江晚报

浦江警方破获特大电信诈骗推销假药案

坑了上万人，忽悠走两个亿
“X 先生，您的身体是不是出了点小问题啊，比如前列腺。 我这里有一种药，也许您会感兴趣……”
如果你接到这样一个电话，会怎么反应？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会挂掉。
但是电话的那一头，却在毫不气馁地寻找那可能听下去的百分之几，以及有可能最终落到“卖药”圈套里的千分之

几，乃至万分之几。
别小看这小概率， 就在 9 月 23 日金华浦江警方刚刚破获的这个特大推销药品电信诈骗案件中， 涉案金额已达 2

亿元以上。

编造显赫的家世， 虚构自己是马来西亚首富、
知名华裔企业家杨忠礼的孙女，年轻女子小敏谎称
父亲是美国黑石基金股东、 母亲在日内瓦工作，并
在拉斯维加斯开酒店，婶婶是马来西亚籍知名华裔
演员杨紫琼。 她还展示多张自己与名人、政要的合
影，并许以移民指标、介绍拍戏等作为诱饵，从某洗
浴中心老板李先生骗得 530 余万元。 演员陈燃也听
信了小敏的花言巧语，不仅让她住在自己家、借给
对方 5 万元，还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让小敏用诈
骗来的钱购买豪车。

法院认为， 被告人小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且数额特别巨大，以诈骗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 14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罚金
1.4 万元，冻结、扣押在案款连同扣押在案物品变现
款发还给被害人李先生，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并发还
给被害人。

小敏在公安机关供述时称，2012 年 10 月左右，她
和李先生在微信上认识。小敏自称是马来西亚籍华裔
企业家杨忠礼的孙女，香港知名企业家李兆基是其四
叔，马来西亚籍知名华人演员杨紫琼是她的婶婶。 小
敏告诉李先生， 她本人在德国驻中国领事馆工作，父
亲是美国黑石基金的股东，母亲在日内瓦工作。

小敏发了她和杨忠礼、李兆基、杨紫琼的合影 ,
又聊了投资方面的事情，李先生才相信她的话。

演员陈燃向警方陈述称，她是在上海的一间酒
吧内经人介绍认识小敏的。 小敏自称是杨忠礼的孙
女，杨紫琼的侄女，能给陈燃介绍戏拍。 随后双方一
直用微信聊天。

小敏对李先生说，有时候感觉他像父亲一样值
得信赖，她还冒充自己母亲给李先生发微信，称做
生意资金周转不开，要给女儿买豪车作生日礼物。

陈燃说，后来她发现小敏经常不出门，偶然间
发现了她的身份证，上面的户籍地显示为成都。 起
了疑心的陈燃将小敏放在家里的珠宝做了鉴定，这
才发现全是假的。 / 法制晚报

谎称杨紫琼侄女诈骗53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