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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食药类谣言怎么破？
权威医疗信息有可能在传播过程

中被“二次加工”，从而披上谣言的外
衣，脱离事实轨道。在提升公众“健康
思维”这件事上，传播者需要做的是提
供更多专业的“健康辅导”，要遵照规
范的信息把关流程，避免造成偏差和
失真。

腾讯新闻“较真平台”近日公布评
选出的2017第一季度医疗健康类10大
谣言排行榜，其中疫苗不安全、中国每
年60万人过劳死、66%的癌症是因为运
气差、喝酒脸红代表酒量好等均榜上
有名。

“榜单根据谣言的重要性、迷惑
性、传播性和危害性等传播维度，结合
社交及搜索引擎关注热度、流量数据
得出，一些反复出现的‘陈年老梗’上
榜，可见公众对核心事实的认知仍待
补位。”腾讯网副总编辑李天亮说。

的确，大多数人似乎都有这种感
觉，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食药行业
俨然已成谣言重灾区，各种虚假信息
此起彼伏，可谓按下葫芦又起瓢。食
药谣言缘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众
该如何面对，未来这种谣言是否会一
去不复返？

信息真空 使得谣言乘虚而入
“食药类谣言为什么反复出现，是

因为其符合‘陌生的’‘重要的’这两个
要素，食品和药品行业很多都是新东
西，公众对其并不是很熟悉，再就是和
自身健康相关，因此格外重视。”长期从
事食药类报道的资深媒体人洪广玉告
诉记者。

就食药类谣言产生的机制，洪广玉
曾做过专门的采访，中山大学一位老师
在做过研究后表示，所谓群体性谣言的
产生，往往有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
就是社会变迁。

“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一代人，我
们现在的时代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变，其中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食品药

品工业开始腾飞，食品药品工业的产生
孕育了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大部
分人目前只接触这些产品，并不知道这
些产品是怎么产生的。农业文明判断一
个东西，看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工业文
明，很多东西没有见过，往往就猜测，用
自己的知识解释不了，就产生了信息真
空，谣言就来填补信息真空。”洪广玉说。

因此，洪广玉认为，辟谣需要理解
这个时代背景，现在出现很多新的东
西，而用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无法解释，
这就需要专家和大众传播从业者有这
种意识，告诉公众新的食品药品技术、
新的产品是怎么来的，从而减少公众疑
虑，让谣言没有产生的空间。

虚假信息比疾病本身危害更大
上述榜单中，位居首位的便是

“疫苗不安全，中国孩子应远离疫
苗。”对此，较真专家指出，这是典型
的哗众取宠，疫苗破坏免疫系统一
说，纯属造谣，疫苗带来的益处远大
于其风险。

“的确，虚假信息产生的危害往往
大于疾病传播本身的危害。”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
说，什么是虚假信息？虚就是不科学、
伪科学；假就是与事实相悖，颠倒是
非。其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谣言，第
二种是认知问题，第三种是随着科学

进步被证伪的信息。
曾光认为，认知层面的问题最值得

关注和解决，因为医疗类谣言多与健
康、疾病、死亡挂钩，更易引起民众恐
慌形成大量传播。诸如SARS。

日本福岛核泄漏、2013年乙肝疫
苗事件等，虚假信息导致不安情绪大
面积蔓延，而恐慌感又制造出新的不
实消息，形成恶性传播循环。

为什么会产生认知偏差，为何真相
的传播总是面临着重重阻碍，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表示，从“风险社
会”的认知建构剖析，医疗卫生类舆情

公众“健康思维”需提升
“前段时间，看到有媒体报道疫苗

出现问题，我就没再给孩子去注射疫
苗了。”记者身边的一位朋友说。

像这样的公众似乎不在少数。涉
医信息，尤其是当涉及疾病诊疗的信
息被谣言所侵，医生的专业意见传达
不出去，患者也会产生抗拒心理，严重
时甚至会贻误病情。对此，有专家指
出，这类由于信息误传造成的悲剧并
不鲜见，根源在于与生命安全相关的
事实权重高，但专业传播门槛也高，正
确的知识无法有效抵达认知。

“由此看来，公众‘健康思维’有待
进一步提升。”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权威医疗
信息有可能在传播过程中被“二次加
工”，从而披上谣言的外衣，脱离事实
轨道。在提升公众“健康思维”这件事
上，传播者需要做的是提供更多专业
的“健康辅导”，要遵照规范的信息把
关流程，避免造成偏差和失真。

毛群安指出，判断信息是否科学、
权威、准确，应有一个大致标准：首先，

要有内容出处。如果要传播得更为可
信，必须要告诉公众信息来源；其次，
要有时间来源。医疗标准一直处于
变化之中，信息是从诊疗规范还是专
业机构标准中得出的，必须要标明时
间来源；再就是要弄清楚信息覆盖的
人群。当信息传播对象是特定人群，
或者某一类专业人员时，如果传播范
围没有把控好，可能无形中就误导了
公众。

“的确，不得不说，媒体、尤其是当
前火热的自媒体，在传播新闻事实的
同时，某种程度上对谣言的传播似乎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要
消灭谣言，媒体人也要努力。”洪广玉
说。

如上述谣言中，“中国人的煮饭方
式吃进最多砒霜”，这就是典型的夸大
其词。事实上，符合标准的大米无论
用何种方法煮，无机砷只会减少不会
增加，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极小。因此，
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发起人刘哲峰表
示，净化舆论环境刻不容缓。

事件的特点是：围观性、暴力性、反转
性、非理性。

马凌指出，风险社会有三个特点，
分别是知识化、网络化和媒介化。当
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的拐点
上：“就医学水平来说，我们处在医学社
会最好的时期，但就心理不稳定以及风
险感来说，我们处在历史上最高的时
期。”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对政治、经济
和科学的功能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对
信息更为关注，因此为谣言的泛滥提供
了基础；而恐惧、焦虑、不信任已成为普
遍社会心态。

而要化解谣言，则是一个综合治理
的过程。最有效的解决路径是：发展健

康传播，普及专业健康及医疗卫生知
识，从而提高社会整体对风险的认知；
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比如较真平台，不
仅鉴别谣言，还告诉大家判断的方法及
关键点；助推权威信息，在关键时刻，政
府包括负责机构必须起到助推作用，不
应该让其自由泛滥。

因此，曾光指出，在传播闭环上，无
论在信息发布、加工，还是解释环节，都
需要专业的信息纠偏者及把关者——
专家。而且这些专家还需要达到一定
的标准：如负责该项工作，长期从事该
领域研究；掌握监测数据和动态；了解
问题的来龙去脉，通晓国际共识；无商
业利益和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