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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被窃后忘记串码致破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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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被窃“ 流落”至二手店
2012年12月7日20时许，市民范小姐到派出

所报案称：当日19时10分许，其在愚园路同仁医
院门口被偷走了一部白色iPhone4手机，当时她
把手机放在大衣口袋内，并插着耳机在打电话，
突然发现耳机内没了声音，反应过来时手机已经
不见了，当时身边并没有可疑的人员。

接报后，民警根据范某提供的手机串号以及
其他信息查获该手机正被一名男子使用，在确定
该男子身份后，民警于当日赶到闵行区某小学内
找到该男子，经过核实，这名男子名叫李某，身份
为该小学内的任教老师。

在警方核实下，该手机的确是范某当日被盗
的手机，但却是李某在2012年12月9日从外区某
一音像城内的一家二手手机店内购买来的二手
手机，李某主动拿出了当时购买手机的送货单，
民警经过反复核实证词，最终排除了他的嫌疑，
并将侦查重点放到了李某所提供的音像城内的
二手手机店上。

店主明知是赃物仍违规收购
经过多日的周边排摸，明察暗访，民警发现

该音像城内的二手苹果店内有多部苹果手机无
法提供合法的来源信息，后又在检查中发现该二
手手机店店主有刻意隐藏其中几部手机的行为。

警方在检查这几部手机后，发现其中有大量
的短信照片和通讯信息，并且这些手机都没有符
合规定的收售证明，民警怀疑这些手机中可能有
被盗的赃机，即于当日依法将33部（ 均为i-
Phone）没有正规登记收购信息的手机全部依法
扣押。

警方随后传唤并询问店主汪某，其承认了
明知部分手机是被盗窃来的赃物，仍旧违规收
购的行为，于是民警依法将嫌疑人汪某以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

警方公布串码方便失主核实
此后，民警利用自己的节假日加班加点，通

过手机中所留下的短信、通话记录等信息，终于
找到了9位手机的原主。

警方又通过江苏路派出所认证微博“ @长
新警务室”发布了寻找剩下的23部手机的微博，
并附上了每一部手机部分串码。

截至2013年2月7日，派出所已经与13名确定
被盗手机的失主亲自见面，并通过各方信息核实
了每一部被盗手机所有权。

到目前为止，33部iPhone手机中，有18部已
联系机主，其中5部已确认系自愿出售给二手手
机店，13部确系被盗手机，另外仍有15部无法找
寻机主。

本报讯 实习生 柴一森 见习记者 柏可
林 昨天凌晨零点左右，位于长宁区荣华大道
59弄的里昂花园一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好在事
发时屋内仅有一名住户，并在发现火情后及时
逃离现场。公安、消防、救护在接报后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将火势扑灭。所幸，火灾未造成任何
人员伤亡。

记者从小区保安处了解到，发生火灾的是
2号楼6楼一户居民家，“ 大火来势汹汹，浓烟从
着火的屋内冒出，并发出‘ 噼啪’的声响。”保
安张师傅告诉记者。由于火势凶猛，在四辆消
防车以及数名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才将大火
扑灭。但屋内已是面目全非，整个楼道内弥漫
着一股刺鼻的气味，过了一夜仍挥之不去。

事发当时，住在7楼的李小姐正在主卧睡
觉，她所在的卧室正好位于起火房屋的上方。

“ 迷糊中被一股烟味呛醒了，发现窗外有动静
就将窗帘拉开，接着就看到滚滚浓烟伴随着热
浪迎面扑了过来。”李小姐告诉记者，在惊慌当
中，她抱着家中两条宠物狗就匆匆下楼了，等
大火被扑灭后，发现家中地板上积了厚厚的一
层灰，卧室的玻璃窗也在高温灼烧下发生爆
裂，不得不找人进行维修。据李小姐说，楼下的
房子是外租的，事发当时只有租客一人在屋
内，“ 发现火情之后就马上离开了，（ 租户）一
直没有回来。”

目前，警方正在试图联系该租户，事故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记者采访获悉，江苏路派出所辖区2012年
群众手机被盗接报52起，立案46起，比前年同期
接报39起，立案34起，分别上升了33.3%和
35.3%。警方坦言，这些案件的破案率也很低。如
果不是破获一些串并类案件，或者没有抓获现
行扒窃案件，破获相关案件的可能性的确不大。

那为何这类案件破案会这么难？警方表示
原因很多。

首先，有很多丢失手机的人都没有报警；
其次，报案人不知道自己手机的特征———串
码，这给破案带来了巨大的难度。所谓手机串
码就是移动装备的辨识码，它由15位数字组
成，与每台手机一一对应。

警方表示，一般情况下，在手机的包装盒、
销售发票上都会有手机的串码，机主若是忘记

了，也可到销售机器的店里查询。串码是破案
的关键，但很多失主无法提供串码。此外，很多
手机都异地销赃，也让警方难以破案。

另外，就算为失主找到了手机，如何还给
他们也是个大问题。据江苏路派出所的民警介
绍，在寻找失主的过程中，其中一位失主因为
防范意识太强，差点无法拿回自己的手机。

在警方追回的一部盗窃的手机中，警方
通过通讯录从中找到了机主老公的联系方
式。本以为可以很顺利找到机主，没想到却困
难重重。“ 一听我是警察，对方就立刻挂了
机。我又坚持打了第二个电话，说明案情后，
对方依然挂了机。” 好在几天后民警再次拨
打机主老公的电话，凑巧机主在身旁，这才联
系上。

如果你的手机丢了，你会不会报警？答案是大部分人不会，因为他们觉得几乎找不回来，觉得警
方的破案率太低，还有不少网友认为，装了定位软件的手机遗失了可以通过网络定位，警方可以通过
技术手段帮助找回。

昨天，针对网友的问题和质疑，上海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一一做了解答。发布会现场，警方同时
向失主发还了多部被盗手机。警方表示，市民在使用手机时务必牢记串码，这是手机丢失报警后寻回
手机的最重要条件。 本报记者 马鈜

》案件回放

》答疑解惑

如今，手机定位软件应有尽有，它们不仅
能在遗失后锁定手机位置，还能将手机遗失
后使用人的图片拍摄出来并传回给失主。对
此，有不少网友质疑称，既然失主已将遗失
手机定位，为何警方还是“ 不作为”？针对网
友的质疑，警方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也做出了
回应。

警方强调，在接到该类求助警情时，警方
都会帮助失主一起去寻找手机，但结果往往不
尽如人意。派出所民警称，曾处理过一起类似
的案件。当时一名手机失主报警求助，称自己
定位到了遗失手机的位置，希望能通过警方的
力量将手机找回。在接到报案后，江苏路派出
所派出了一名警力跟随失主一起到了手机定
位的位置，但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仍然
没有将手机找回。

“ 像这种事属于求助类的警情，不是经过
立案的案件，警方在帮助寻找的过程中，是不
能使用相关手段的。且手机定位的漂移量很
大，手机定位和精确定位是两种情况。当时我
们用两个不同的定位软件对同一部手机进行
了定位，两张地图显示的直线距离却相差了
250米，所以寻找起来还是很困难的。”民警表
示，哪怕精确定位到了一个门牌号，但由于现
在智能手机非常普及，一个房子里面很可能有
很多人使用相同的一部手机，根本没法确定哪
一部是被窃的手机。

但警方同时明确，若失主通过手机定位找
到了自己遗失的手机，可向警方求助。警方同
时提醒市民，在遗失手机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报警，此外，尽量把手机串码、发票等提供给警
方，帮助警方破案。 记者 马鈜

忘记串码导致破案难度提高!

网络定位不一定准 漂移量大"

》第一现场

古北一居民家中起火 所幸无人员伤亡

市民需牢记手机串码。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