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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时代的到来，网络安全成为大家

广泛关注的话题。网络安全既关乎国家安全，

也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能

做哪些事来避免个人信息的泄露？如何规避可

能遭受的财产损失？这些事你要知道。

□ 据新华社 记者 尹思源

你的SIM卡设密码了吗？
手机设置开机密码、支付密码是很多人的习

惯，但你会给自己的SIM卡设置密码吗？绿盟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技术总监曹靖杰介绍，

只给手机设置密码，忽略给SIM卡设置密码，也

有可能会遭受财产损失。

曹靖杰说，个人信息往往与手机号码息息相

关，不少 App 账号都可以通过验证码找回或修

改密码。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一漏洞，在捡

到手机后将SIM卡拔出，威胁你的财产安全。“虽

然手机打不开，但通过 SIM 卡也可以偷走你的

‘钱袋子’。”

你扫过恶意二维码吗？
随着电子支付的发展，无现金支付已经深

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但有些不法分子将木

马病毒、钓鱼软件植入二维码，威胁着人们的信

息安全。奇安信科技集团天津技术总监崔宗福

介绍，目前恶意二维码主要可能带来信息泄露、

人身财产损失、木马病毒传播等方面的风险。

对此他建议，不要随意扫来源不明的二维

码，扫码后认真核对相关信息，也可以下载一些

知名度高、安全性强的安全软件来规避风险。

公共场所连WiFi？小心“被钓鱼”！
点上一杯咖啡，连上咖啡厅的免费WiFi看

个剧，不少年轻人喜欢在工作之余用这样的方

式放松心情。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区

产品专家井雨晴提醒，公共场所需警惕“钓鱼

WiFi”。

井雨晴说：“公共场所的开放WiFi大多不止

一个，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设置移动基站的方式诱

导大家连接，所发布的信息、网站访问记录甚至

登录密码都会被不法分子窃取。公共场所连接

WiFi时一定要多加小心。”

你的密码安全吗？
“一组密码走天下”是很多人的习惯，但这

种设置密码的方式在方便、好记的同时也增加

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如何保证设置密码安全？崔宗福建议不要

用文本储存密码，在设置密码时尽量设置包含字

母、数字和特殊符号的15位以上“强密码”，并定

期重置密码。“尽量不要使用自己的生日、姓名作

为自己的账户密码。”

“黑客”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相较于之前，如今的‘黑客’所指的范畴更

大，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更广。”曹靖杰介绍，我们

网购时填写的姓名、地址、微信朋友圈的定位等

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泄露个人隐私信息。

曹靖杰说，目前用户的个人信息买卖现象

时有发生，垃圾短信的轰炸也让人不胜其烦。

要尽可能避免这类问题，增强防范意识。

严重可致死的野生菌却在网上蹿红
每年夏秋是食用野生菌的时令。近来，一

种名为“见手青”的野生菌在网上蹿红。

“‘见手青’是云南对多种牛肝菌的俗称，菌

肉碰伤后呈靛蓝色，所以叫‘见手青’。其中一

些品种，如加工不当贸然食用会中毒。”昆明理

工大学云南省食品安全研究院孙丽平教授说。

在抖音上，有数十个“见手青”的关联话题，

一些话题的播放量超过 4000 万次。在一个题

为“刺身见手青”的话题下，一名网友上传了两

段疑似生吃“见手青”的视频，引发其他网友热

议。有人直言，这样做太危险了，可能造成不可

挽回的悲剧。

孙丽平介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原因主要有

二：一是无毒菌菇中混入了有毒品种；二是野生菌

未经驯化，表层嫩薄易破裂，极易污染、滋生腐败

菌和食源性致病菌。

7月26日，昆明市民杨女士从冰箱里拿出此

前炒好的牛肝菌热熟食用，意外发生食物中毒

并出现幻觉，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云南省卫健委数据显示，今年 5 月至 7 月，

云南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 273 起，致 12 人死

亡。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网络平台的卖家

除销售常见的带毒野生菌外，还兜售一种外号

为“幻觉蘑菇”的毒品野生菌。

今年以来，贵州、新疆等地警方陆续打掉多

个利用互联网销售裸盖菇的犯罪团伙，不法分

子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裸盖菇菌丝并学习相应的

培育方法，得到裸盖菇成品，并再次通过网络平

台兜售给寻求刺激的人。

致幻作用竟成营销噱头
今年以来，一些描述误食带毒野生菌后出

现幻觉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一些不明情况、

寻求刺激的人开始主动搜寻这类“致幻菌”，一

些不法商家趁机揽客。

记者在抖音看到，一商家在其销售的“红葱

牛肝菌”的产品介绍中，以“吃菌子看到小精灵”

作为宣传语，且没有任何食用风险提示。据了

解，红葱牛肝菌是牛肝菌的一种，近年来滇中地

区食用红葱牛肝菌后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淘宝上，部分打着“致幻蘑菇”旗号的店

铺中，“见手青”的月销量达百余单。而以“致幻

菌”“见小人”等作为关键词搜索，售卖相应野生

菌的店铺赫然出现在结果列表的靠前位置。

“云南特产‘见手青’，致幻菌见小人。”一家

名为“滇中小哥”的淘宝店铺，将野生菌的致幻

作用作为其宣传噱头，商品详情页同样没有任

何风险提示。记者向该店铺客服询问售卖此类

带毒野生菌是否需要相关资质证明，对方答复

称，这些都是本地吃的“安全菌菇”。卖家称，其

所出售的菌菇为野外采摘得到的。

在拼多多上搜索“致幻蘑菇”，结果也会导

向“见手青”的相关卖家处，一些店铺在商品出

售详情中也未进行食用风险提示。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重点实验室

主任杨祝良研究员介绍，在云南，“见手青”市场

价为每公斤 160 元左右，网上售价更高；从收购

到售卖，每公斤利润可达100元，颇为可观。

通过百度进行关键词检索，还可以发现部

分售卖裸盖菇的卖家。他们通常以评论留言的

方式，在视频或工具类网站留下微信号、QQ 号

等联系方式。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联系上一名声称有裸

盖菇售卖的卖家。他通过 QQ 给记者发来裸盖

菇样本照片。“80 元一克，10 克起卖，下午就能

发货。”面对记者的询问，卖家显得颇为谨慎，在

察觉到记者并无购买意向后，迅速删除了记者

的账号并清除了聊天记录。

别乱卖，别乱买
杨祝良说，互联网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有毒

菌类”，大多是含有致幻毒素的野生菌。消费者

不当食用后容易出现中毒现象，轻则腹泻、头

晕、出现幻觉，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

云南省律师协会刑委会主任李春光说，从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卖家有义务保障

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从食品安全法的角度来看，

卖家应当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无毒、无副作

用。商家以“可以致幻”“能见小人”等字眼作为

噱头进行宣传，且没有明确风险提示，这种行为

属于误导消费者，如果出现后果需要承担法律

责任。

李春光呼吁，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销售

此类商品的行为。互联网平台应对相关经营者

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对销售食品信息进行

严格审核，保障消费者生命安全。

专家提醒消费者，不要为追求刺激体验随

意食用可能有安全风险的野生菌。一旦出现身

体不适，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救治，并随身携带

野生菌的样本或照片，供医生采取相应措施。

李春光提醒，“赛洛西宾”属《精神药品品种

目录》列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精神药品管理办

法》规定，第一类精神药品不得零售；任何在网上

销售或购买含有此类药品的菌菇的行为，均属违

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

“吃了可以见小人”“见不到小人给差评”……近日，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发现，部分卖家借助互

联网平台，向消费者兜售有一定毒性的菌菇。在产品介绍和评价中，一些人还宣扬菌类的“致幻”作用。

为何一些消费者对致幻菌菇“趋之若鹜”？网络平台贩卖这些菌菇是否涉嫌违法？记者对此展

开调查。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颜之宏 林碧锋

网络安全
这些事你要知道

“致幻蘑菇”竟成网红商品？
部分网络平台销售带毒野生菌现象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