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人方式四：

指纹血型DNA数据库

输入模拟画像就能比较准确找到疑凶，在
国外也并非普遍现象。这在目前仍是美国联
邦调查局等少数机构的“垄断技术”，而且在大
多数情况下也是针对特定人群。

警方介绍，在欧美一些国家，公民一出生，
其指纹、脚纹、血型、DNA等信息就会被采样，
输入全国联网的信息库。我国由于这方面工作
起步相对较晚，目前还没有这种信息库。

目前，全国的在逃人员的信息基本都输入
了这个公安网络信息库里。警方通过“模糊查
询”和“精确查询”，输入查找对象的姓名、年
龄、籍贯，或准确的有效证件号码，几秒钟就能
在电脑上找到这个人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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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交电费用完了无人提醒
自动断电“废”了业主冰箱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李青彤

本报讯 入住小区仅仅5个月，搬家时新
买的1.8万元的冰箱却报废了，而这一切的祸
首竟然是一张“智能电卡”。昨日，业主李女
士找到物业希望获得赔偿，遭到拒绝。

智能电卡惹祸？
李女士家住在健康路上的天下城小

区。李女士说，和其他小区传统的先用电后
付费的方式不同的是这里的电费缴纳方式
为智能IC卡表预付费系统，每家发一张智能
电卡，采用的是先充值购电后消费的模式。

“按理说，这种方式挺好的，不用去银
行排队缴费，只需到楼下物业那里充值就
行。”李女士说。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她十
分郁闷。

8月 23日，出差将近一个月的李女士
回到了家，刚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恶臭，原来
冰箱里所有东西全腐烂了，还生出一堆堆
的红虫，原来家里停电了。难以忍受的李
女士找到物业说理，物业的答复十分简单：

“你家电费卡上没钱了。”
让李女士气愤的是，入住这个小区 5

个月，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类似事情。更
糟糕的是，这次因为虫子过多堵塞了冰箱
内管道，1.8万元的冰箱不制冷了。

物业：没有义务提醒电费快没了
对于此事，李女士认为责任都在物业

公司。她说，他们每家每户的电表都被锁
在每层的小屋子内，自己根本看不到电表，
也无法知道每个月还剩多少电费，而物业
公司也不提供任何提醒服务，导致自己出
差，智能卡内没钱自动断电。

据悉，这种智能预付费系统的充值，单
次最高只能充500元，若充值超过额度，整
个供电系统将瘫痪。对此，该小区物业公
司郑经理告诉记者，当初这个智能化预付
费系统是开发商设计的。现在小区1000多
户用户都是这样使用的，物业不应该承担
任何责任，物业公司只负责为业主充值和
管理电表，没有义务主动做任何提醒服务。

□晚报记者 吴泳

名字、证件、单位全是假的，手机号也换了，
只有一张照片是真的。这样的骗子骗走不小一
笔钱，“蒸发”两年，还能找到吗？仅凭一张照
片，金水公安分局沙口路派出所民警真把这个
骗子抓住了。昨日上午，这名假冒记者行骗的
男子被刑拘。

除了一张照片，别的都不知道

昨日，受害人曹伟说，自己根本没想到能抓
住骗子。因为他和警方手中关于骗子的所有信
息，只有 1张照片是真的。名字、证件、工作单
位全是假的，手机号也换了。

2007年 8月，曹伟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嫌
疑人“魏刚”。魏自称是一家电视台的领导，人
缘特别广，很能帮朋友办事。曹伟当时正因为
一宗10余万元的经济纠纷苦恼不已，遂请求魏
刚帮帮忙。魏刚当即表示需要一些“经费”。

曹伟过几天就把 5000元钱交给魏刚。魏
刚收钱时拍着胸脯说：“如果办不成，我就全额
退还你的钱。”

之后几周内，魏刚就不再和他见面。这样一
直拖到2008年6月时，魏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他去找魏刚的“引荐人”，哪知那人和魏不
过数面之缘，也是在饭桌上认识，掌握魏的信息
和曹一样多。

曹伟干脆到电视台找人，哪知过去一问，根
本没有魏刚这个人。

不过，当时曹伟听魏刚吹嘘时，也没全信。
他趁酒桌上热闹，偷偷用手机把魏刚假记者证
上的照片翻拍了下来。

怎么都找不到的人，偏偏碰到

今年1月，曹伟赶到沙口路派出所报了案。
仅凭这张照片能找到魏刚吗？办案民警赵

光辉当时告诉曹伟，他提供的线索确实太少了，
警方只能尽最大努力去破案。通过户籍查询系

统，“魏刚”这个名字是假的。
能不能把“魏刚”的照片输入全国在逃人员

信息库，在全国范围内上网通缉他呢？赵光辉
介绍，当时受害人提供的有效信息太少，“魏刚”
的真实身份又一时没法落实，更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照片上的人就是骗曹伟的骗子，按照有关
法规，不能随便把照片上网。

此后，赵光辉就把“魏刚”的照片冲洗出来，
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

8月27日早晨，赵光辉开车去派出所上班。
行驶到沙口路与农业路交叉口附近时，他一眼瞟
见路对面一个人影挺熟悉。这个人太像“魏刚”
了。赵光辉悄悄打电话向所里汇报了情况。

“魏刚”随时都可能离开，赵光辉赶紧悄悄
摸到他身后，突然喊了一声：“魏刚！”该男子当
即答应。这名男子被带进派出所。

警方随后查明，他实际是省会一杂志的外
聘人员，魏刚是假名，真名叫魏×伟。所谓的

“记者证”也是伪造的。 线索提供 张言

在不少大片和侦探影
视中，大家经常见到这样
的画面：神秘嫌犯作案后
消失，警方拿着一张照片、
一个模拟画像或是残缺指

纹，输入电脑后，很快就能找到与真凶最相近的
少数几个嫌疑人，身份资料一应俱全。

我市警方是否也有这种高科技刑侦手段？
赵光辉介绍说，有些技术有，但在影视剧中，多少
有夸张的成分。而警方用的现代科技手段，就是

“网上在逃人员信息库”和居民人口信息库。

有没有这样一种技术：输入照片就能找到嫌疑人

这个信息库目前也实现全国联网，但不对
外公布。在这个网络系统里，警方只要准确输入
查询对象的姓名、籍贯、有效证件号码等信息，也
能在几秒钟内找到他。如果曹伟当时能准确记
住魏刚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一项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