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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微信辟谣中心等发布的上半年朋
友圈八大谣言，包含“蒸锅水易致癌”、“大蒜
鉴定地沟油”、“牙膏底部有黑条不能用”
等。微信方面表示，用户可能也常常在朋友
圈看到亲朋好友分享的各种生活健康小常
识。但这些“常识”可不都是那么靠谱。以上
谣言已经列入微信辟谣中心。

谣言1 蒸锅水易致癌

【流言】反复用来蒸馒头等的剩锅水，重
金属和硝酸盐的浓度会增加，而硝酸盐受热
分解成亚硝酸盐，对人体危害严重。

【真相】亚硝酸盐本身并无致癌性，转化
为亚硝胺类物质才致癌，而转化需要很多前
提条件，不是沸水就能生成。另外，水只要符
合国家标准，其中硝酸盐含量很低，反复加
热也不会凭空生成硝酸盐，对人体无害。

谣言2 大蒜鉴定地沟油

【流言】检测是否是地沟油的最简单方
法：在炒菜时放一颗剥皮的蒜，如果蒜变红
色，就是用了地沟油。另外冷冻也可方便检
出地沟油。

【真相】这都是非常不可靠的方法，没有
黄曲霉毒素遇大蒜会变色的科学依据，另外
即使地沟油中的黄曲霉素合格，也不代表安
全，而冷冻的检测方法既可能“冤枉”好油，
也可能“放过”坏油。

谣言3 牙膏底部有黑条不能用

【流言】牙膏底部的彩条标识了牙膏成
分：绿色表示纯天然；红色表示一半是天然
成分，一半是化学成分；黑色表示全部是化
学成分，使用黑色条纹的牙膏就是在吸毒。

【真相】牙膏并不是按天然或者化学成
分分类的。牙膏底部的颜色只是生产线上的
一个标记，是为了帮助牙膏皮裁切、图案印
刷、电眼质检校对。

谣言4 各种食物相克

【流言】一些常见的食物，比如柿子和
蟹、虾和水果、豆浆和鸡蛋，混在一起吃会相
克，轻则导致身体不适，重则使人中毒。

【真相】营养界主流意见否定“食物相
克”的说法。科学家曾对常见的“食物相克”
配伍进行验证，结果无一成立。所谓“相克”，
多是因为不洁饮食以及极少数的特殊过敏
反应所致，一般公众在生活中无需顾忌。

谣言5 自制酵素瘦身美容

【流言】想瘦身美容，自己在家自制水果
酵素就能做到。

【真相】要想发挥水果对健康的积极作
用，把水果吃掉就是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谣言6 肉丸全是添加剂有害

【流言】现在很多肉丸价格明显低于原
料肉的价格，根本没有肉，都是淀粉加一些
胶类物质和香精调制而成的。

【真相】商家及企业，必须诚实地标识配
料成分，绝不可没有肉却假称有肉。不过，肉
丸有没有肉与是否安全没关系，没有肉的仿
生肉丸多是用大豆蛋白加淀粉混合挤压而
成，比较适合需要控制体重、预防三高的人。

谣言7 果核煮水根治糖尿病

【流言】糖尿病被灭了，准备木瓜子、荔
枝核、元肉骨若干，煎服两大碗，中午、晚上
各服一碗，连服20副，大多数病人血糖值恢
复正常。

【真相】关于荔枝核“降糖活性”的研究
尚处于动物药理的初步阶段，并不足以证明
它能有效治疗糖尿病，况且在实验中用的粉
碎萃取等操作和家里简单的煮水也有很大
差别。糖尿病患者如果轻信偏方并中断正规
治疗，可能加剧病情进展。

谣言8 转基因有毒

【流言】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
报告称：“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
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

【真相】“美国环境医学研究院”的委员
会未经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认可，该组织的
合法性、权威性存在争议，且除了宣布转基
因有毒以外，没有公布过其他任何信息，可
信度极低。而流言中提到的其他的转基因危
害也很早就被证实是谣言。

（据京华时报）

健康谣言泛滥朋友圈
谣言背后商业利益作祟

如今微信朋友圈什
么最多，养生、“鸡汤”，还
是八卦？日前，一项分析
报告显示，排名靠前的
“谣言”主题是：健康养
生、疾病，其中以“养生食
品安全”等死亡焦虑为主
题的谣言占55%。

业内人士表示，伪科
学信息满天飞，微信朋友
圈已成为健康谣言的重
灾区。要戳破朋友圈的伪
科学，管理部门、新媒体
和用户等需合力。

眼下，各种公众号关于健
康养生信息的推送层出不穷，
一则健康信息的阅读量少则几
百人，多则上万人。

“生病要吃对水果”、“人体
排毒周期”、“一天要喝几杯
水”……刚有微信账号的时候，
张女士成为养生帖的追帖族，
订阅了好几个养生公众号，基

本上是有帖必看。看到适合自
己的，还会亲身实验。但时间一
久，张女士渐渐发现，这些养生
帖让她有些凌乱了。很多养生
帖都互相冲突，“有些帖子说吃
这些食品能降糖，换了一个帖
子又说吃这些可能对人体有副
作用，一下不知道到底该吃什
么，感觉很纠结。”张女士说。

记者的微信朋友圈中也不
乏分享健康文章的达人，颈椎
病、减肥、美容，越是常见的健
康问题，相关文章越多。不少文
章宣称，天天坚持某项运动或
者吃某种食物，能够根治某种
疾病；还有各种用常识做幌子
的科普帖，比如接听电话用左
耳更安全、晚上不宜洗澡；一些

文章最后还推出某种保健品，
称集纳了某些食物的精华，效
果更佳。记者在随机调查中发
现，八成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在
朋友圈看到健康类信息。同时，
年龄越大的微信用户更愿意相
信并转发此类信息，特别是已
婚已育的大龄女士更是健康养
生信息的转发主体。

微信朋友圈被广泛流传的
养生帖到底有多少是靠谱的
呢？

日前，中山大学大数据传
播实验室推出了新一期《微信

“谣言”分析报告》。报告分析
了自 2015年 4月 10日至 6月 5
日的周举报数排名前 100位谣
言，共 600篇公众号文章，排名
靠前的谣言主题是：健康养生、
疾病、金钱、人身安全、政治、政

策相关、社会秩序、呼吁求救，
其中以“养生食品安全”等死亡
焦虑为主题的谣言占55%。

报告指出，健康养生、疾病
主题的谣言在引起读者恐慌情
绪和死亡焦虑上有着不容小觑
的能力。巧用病从口入的传统
观念，将近三分之一的疾病、健
康类谣言都涉及食品安全。

同时，调查发现，30%的谣
言都提到了癌症。癌症因其致

死率高、治疗过程痛苦、病因复
杂等原因，成了造谣者信手拈
来的一种简单好用的必杀器。
另一方面，谣言也用防癌当诱
饵，趁机卖起了净水器和保
险。谣言还常常用身边常见的
食品用品当陷阱，例如鸡蛋、牛
奶、西瓜、蒸锅、肥皂等，这些你
平时使用时未加思考的东西，
突然变成了致命毒药。

许多谣言通常都假借专家

身份，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加拿大肿瘤专家等，进而说服
读者相信它们。同时，用专业
术语精心包装，激素催生技术、
抗生素、硫化促进剂等专业术
语的使用使这些谣言看起来头
头是道。食品安全信息交流中
心专家阮光锋表示，很多谣言
披着科学养生的外衣，使许多
网友特别是中老年网友深信不
疑，并借助微信等平台传播。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钟凯表示，大家热
衷于传播微信中的所谓养生
帖，主要是因为科学素养不够，
对这些健康知识了解不够。

其实，一些造谣传谣者背
后往往有商业利益，不少公众
号通过造谣文章博取点击出售
广告，甚至直接推销产品。一些
业内人士也透露了微信广告推
送的“潜规则”：一个5万粉丝的
公众号，接一个头条图文的广
告收费标准是 1000--5000元，
10 万 粉 丝 的 号 收 费

2000--10000元……谣言与广
告之间，已然建立了目标与手
段的因果关联，利益已经成为
其内在驱动。此外，一些企业利
用微信谣言抹黑竞争对手的手
段，也夹杂在朋友圈谣言圈中。

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
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教授在
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造
谣者往往利用公众恐惧死亡、
疾病的心理来制造噱头，传播
错误健康知识。实际上，造谣传
谣者背后往往有着很强的商业
利益驱使，不少公众号通过造

谣文章博取点击率出售广告，
甚至直接推销产品。

相比造谣者干劲十足，辟
谣者却明显缺少动力。北京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冠生告
诉记者，由于每天的诊疗任务
繁重，还有科研论文需要撰写，
大多数医学专家并没有时间进
行科普文章的写作。

“科普文章尽管有可能产
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并没有
纳入学术业绩考核体系，不会
因此在业内获得更高的声誉，
进行职称评定时也不会作为一

项指标。一条阅读上百万的微
信不会比一篇引用量仅仅几十
的权威期刊论文管用。有些谣
言要证伪需要科学实验作为支
撑，比如传播甚广的骨头汤补
钙，但这样的基础性实验并不
会纳入科研考核，科研人员从
事这项工作也缺少动力。”

实际上，辟谣文章除了数
量较少，质量也不容乐观。钟凯
介绍，科普文章写作不仅需要
专业知识，还需要一定的表达
技巧，既懂医学又有很好文学
素养的人相对较少。

所有涉及人身伤害或者影
响健康的问题，人总是倾向于
宁可信其有。专家表示，目前，
社会公众的健康素养与网络素
养亟待提高，转发之前多想想、
多查查，看看文章来源于哪里，
证据链条是否充分，是否有商
业营销的目的，往往就能斩断
谣言的传播链条。

有网友表示，现在微博微
信上很多热传的所谓健康养生
知识，看上去很有道理，公众不
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很难辨别

真伪。那么，微信上的健康谣言
有啥特征？如何辨别呢？

一是查看信息是否为老
帖，健康谣言往往具有重复传
播的特点，一些陈年旧帖往往
在改头换面后被再次传播；另
一个方法是查看信息来源和出
处，那些证据来源不明、穿插广
告、专业性不强、数据不客观的
信息，基本可判定为谣言。细心
的网友可能会发现，一些健康
谣言通常都会推荐一个公众微
信号，甚至有些还附着养生项

目的地址和电话。这是一些营
销公司用作营销、推广盈利的
工具，利用人们对养生信息的
关注而推广传播，在看到类似
信息时，如果有很明显的信息
植入或者前后背景，不要轻易
相信。此外，微信的谣言样本库
积累的种子量已经达到 30万
个，可以覆盖到60%的谣言，用
户可通过举报等方式参与辟
谣，也可关注“谣言过滤器”的
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被证伪
的健康信息。

专家还建议，要戳破朋友
圈的伪科学，还需要政府、新媒
体、用户多方合力。政府在对
微信的监管方面，应做好微信
公众账号的备案，对微信自媒
体的言论以及传播内容进行监
督，在出现违规行为时可以及
时处理，从而推动自媒体平台
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制
定相应的规范措施，建立处罚
机制、提高违规成本，使各微信
公众账号自觉杜绝谣言的传
播。

谣言背后或有利益作推手

五成谣言与死亡焦虑相关

年龄越大越爱转养生帖

抓住细节辨别健康谣言

□相关

上半年朋友圈八大健康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