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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科普”网文都有哪些特点？

“伪科普”为何能大行其道？

编造“伪科普”的背后有什么蹊跷？

——利用日常经验编织科学神话。
“陆军总医院陈惠仁教授强调：热柠檬可

杀癌细胞！”6月初，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的母
亲在家人微信群里转发了一条养生帖，称热柠
檬水能杀癌细胞，甚至说这是医药领域有效治
疗癌症的最新进展，被证明能够挽救所有类型
的癌症患者。养生帖还特别提醒“转发十份给
其他人，肯定至少有一条生命将会被挽救回
来。”

记者通过搜索发现，所谓“热柠檬水可杀
癌细胞”的养生帖有几个版本，比如热苦瓜水
抗癌、热鸭梨水能抗癌，等等。养生帖除了把

“柠檬”替换成了“苦瓜”“鸭梨”，其余内容几乎
一模一样，而且都打着“陆军总医院陈惠仁教
授”的旗号。

——援引国外研究数据显示权威。
记者调查发现，引用所谓国外研究成果是

“科普网文”的惯用伎俩。“澳洲癌症中心调查
显示，22个成人恶性肿瘤中，化疗5年后的存
活率，澳洲是2.3％，美国是2.1％，不化疗存活

率更高。”一篇题为《世纪大骗局：癌症治疗的
谎言》的文章称，“癌症完全不化疗要比接受化
疗拥有更高的成功率”“无数临床证明，化疗效
果只有2％到4％。”

记者从国内知名医学科普网站丁香医生
了解到，这类文章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外替
代医学网站。所谓替代医学，是对常规西医治
疗外的补充疗法。这些网站利用普通民众对
化疗的表面认知，比如呕吐、掉发、发烧等，夸
大恐怖效果，推广其非主流疗法。

——以官方说法来吸引眼球。
“全市防汛紧急电视电话会议，晚上开始

至明天有特大暴雨（有可能1998年那么大洪
水）……出行千万注意安全。”7月初，小王手机
里弹出一条妈妈发来的微信，并千叮咛万嘱
咐。这条帖子之后被辟谣了。

通过梳理，记者发现类似“全市（省）召开
防汛紧急会议”的谣言前几年便已经在网络上
流传，尤其是在夏季暴雨多发季节，而且很多
内容一样，只是把时间、地点简单替换了而已。

“别再喝了！桶装水开封3天后细菌增加227倍”
“千万记住桃子不能与西瓜一起吃，会产生剧毒”……

“伪科普”为何能在朋友圈大行其道
“科学研究表明，肾虚分阳虚、阴虚、阴阳双虚……89％的男人补肾越补越虚。”“权威专家披露，

超过140多种疾病与全身性湿气有关。”“别再吃了，有毒！”“必须转，不转不是中国人！”……
在不少中老年朋友微信朋友圈，往往能看到转发的大量所谓“科学研究表明”的文章。开头都很

有科普范儿，并充斥着高深晦涩的专业名词、重量级专家解读、权威数据援引。然而不久就画风突
变，大肆推销某种药品或者医疗器械。

不过，不少中老年朋友对这种被称为“伪科普”的虚假信息深信不疑，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该
如何治理？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分辨？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不少中老年朋友表示，面对“提醒式”谣
言，实在不知该如何应对，尤其很多是亲朋好
友出于关心转来的：“我说是谣言，我朋友就说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姐刚在群里转
了《小龙虾的致命真相：全世界都不敢吃，中国
人还被蒙在鼓里！》，我就扔了一条《全世界的
小龙虾都被我们吃了？这锅不背，但也不会停
下吃》，我曾经也尝试辟谣，但他们视而不见。”

这些谣言看似“无伤大雅”，但也会产生严
重后果。比如，很多谣言与食品安全有关，出
现过“塑料紫菜”“棉花肉松”“假鸡蛋”等。谣
言反复出现，会给被中伤的企业造成经济损
失，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据报道，今年年
初，“塑料紫菜”谣言就导致多地超市下架紫菜

产品，不少经销商退货。
当然，比眼前显性危害更严重的后果在

于，此类谣言看似温情体贴，实则误导公众。
每一次的欺骗，都将损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消解公众的善意和爱心。

危害不小，为何这类谣言一再在朋友圈、
微博等平台疯转呢？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
播学院新闻系余老师分析，微信“朋友圈”等社
交媒体是以“强关系”为主的，“朋友圈”里分享
信息的基本都是亲朋好友或同事。在这里转
发谣言一般会被认为是出于关心，收到信息的
人们往往会收起心中的防线。在这样虚拟的

“熟人社会”，谣言就会从这个“朋友圈”跳到另
一个“朋友圈”，形成裂变式传播。

余老师表示，有人纯粹为了追求好玩刺
激，故意编造传播一些无厘头信息。把转
帖、跟帖多，看成是一种“荣誉”，甚至想
以此成为“网红”，提高自身知名度。

有的是利益驱动，个人或机构为了博取
眼球，用流量赚广告费。一位自媒体公号运
营者揭秘：当下，部分自媒体与广告商之间
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阅读量和粉丝数
高，会有广告商找上门。一些自媒体利用公

众对生命健康、公共事件等问题的关注，将
部分谣言穿上“养生”“公共安全”等外
衣，以吸引更多的阅读量和粉丝量。自媒体
账号有了关注度，广告便会接踵而至，形成
依靠制造“关心式”谣言来赚关注、博眼球
的盈利模式。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公众号或
微博账号在推送此类谣言的顶部或底部有时
会有贴片广告，甚至读者阅读及转发也可以
获得一定收益。

余老师表示，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让
智能手机走入了千家万户，同时也为这些微
信圈谣言提供了生存场所。面对那些令人眼
花缭乱的所谓健康科普“热帖”，作为普通
受众，需要保持理性，去掉盲从。对于直观
上违背常识的，自觉抵制虚假信息，既不相
信，又不转帖，不做伪科普的“二传手”；
对于那些一时难辨其真伪的，先存疑、冷处
理、不转帖、不传播，进而向专业人士咨
询，请他们把关、导航。此时就需要权威部

门和专家学者积极回应、及时发声，有针对
性地解疑释惑，廓清迷雾，从专业角度拆穿
伪科普，让其不再危害社会、误导公众。

要想彻底遏制这种乱象，除了需要长辈
们的警觉和观念的转变，在监管上也要加大
力度，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应督促自媒体平
台对发布的文章加强审核，比如可以通过关
键词屏蔽、黑名单提醒、曝光等方式来控制
谣言的传播，让其无所遁形。

记者 陈韬 徐丽文

认清“伪科普”，需要一双慧眼

“我这颗大牙缺了有三五年了，今年开始吃东西
好像使不上劲，要怎么办啊？”前天上午，杨奶奶来到
位于海曙区中信白云小区内的宁波晚报·博组客宁波
市海曙区白云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正在进
行义诊的牙科医生。当天，该中心举行了自7月19
日开业以来的第一次大型公益助老活动，白云街道周
边共有上百位中老年朋友参加。

早上8点不到，离活动开始还有半小时，现场就
陆续有中老年朋友到场参加，其中不乏八九十岁的高
龄老人。幸好参加义诊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们早已
搭好咨询台，问诊、检查、诊断、宣教、量血压等义诊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86岁的杨奶奶就住在中信白云小区，右下方有
一颗大牙缺了好几年，最近越来越感觉不舒服，吃东
西老是会有食物渣嵌塞。“阿婆，您的牙齿还不治疗的
话会出现很多问题：这颗缺牙对应的上牙会越来越
长，周围牙齿也会倾斜。”在医生的建议下，阿婆表示
考虑镶牙或种牙。

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为老人提供量血压、侧脉搏
等健康检查，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给老人们讲
解卫生保健知识、饮食安全、合理用药等卫生常识及
注意事项，认真解答了老人们关于常见病、多发病的
预防诊治及愈后疑难问题。同时，还有眼科检查、针
灸理疗、修脚等保健项目开展。

中心负责人吕伟琴告诉记者，这样大型的公益助
老活动将每季度开展一次。目前中心在一楼的康乐
活动室已举办了多场烘焙、手工等小活动。“居民的参
与度相当高，尽管每次都实行报名登记的方式，但现
场参与的人数总是超出计划，多准备的材料都不够用
了。”她表示，之后会将这类以手工、艺术、信息化学
习、怀旧电影、阅读、文化体育等为主题的学习交流活
动固定下来，每周开展一次。

苗贝贝是中心的专业护士，曾在综合医院就职的
她发现自从来了这里，“存在感”大大增强。“开业以
后，电话咨询、上门洽谈的老年朋友非常多，他们的需
要也大不相同。”从本周开始，她和另外两位组成的团
队已经针对报名老人的情况，进行入户调查，以便为
老人量身定制最优质的服务计划。

她说，中心提供的日间照料服务主要内容包含日
间看护、午间就餐、上下午点心、康复训练、个人清洁/
助浴和康乐活动等，同时辐射周边有居家服务需求的
老人，现在已经有老人在接受服务。“有位能够生活自
理的老人向我们订购了服药提醒，由于老人有糖尿
病、高血压等基础老年疾病，一天服药三次并注射胰
岛素。算下来，我们的照护师一天要上门6次。”

记者在采访中不少老人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志愿
者能够进驻中心，提供更多样的服务，让周边更多的
老人享受更便捷、有效的服务。如果您或您的团队有
相关公益助老服务经验，欢迎加入，比如理发、修
脚、理疗等。咨询电话：87167337。 记者 陆麒雯

大型公益助老活动
服务社区老人
宁波晚报·博组客白云庄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招募志愿者

医生正在为老人进行眼部检查。

提 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