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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典型代表，由于其强社交、

私密化、可操作性强、玩法多样等特点，吸引众多

用户使用。但是，微信平台也因信息传播速度快、

信息量大、发布信息门槛低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等

特征 ，使信息的不确定性增强，充斥着大量谣言，

尤其是健康谣言。《2018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显示，

2018 年微信平台共拦截网络谣言 8.4 万余条，辟谣

文章阅读量近 11 亿次，其中食品安全、医疗健康

等领域成为谣言重灾区 [1]。健康谣言肆虐，不仅阻

碍了真实健康知识的传递，而且会严重误导群众，

对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健康谣言为何会大肆传播？到底该如何进行防

治呢？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多的是从平台和传

播主体的角度分析健康谣言的传播机制及其治理方

式。本研究转换研究视角，基于“使用与满足”理

论 ，从受众角度出发 ，研究健康谣言为何会大肆传

播，并提出防治健康谣言传播的建议。

1  样本选取
微信辟谣助手是微信平台于 2017 年推出的一

个辟谣小程序。本研究选取微信辟谣助手收录的

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1 日的全部谣言为

研究样本，共 301 个。按照杨畅畅在《社交媒体健

康类谣言传播研究》中健康谣言的分类标准 [2]，共

筛选出健康谣言 180 个。在筛选完成后，对健康谣

言的文本特征、传播形式等进行详尽分析。

2  “使用与满足”理论
1974 年传播学家卡兹发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

使用》，在文中提出“使用与满足”概念，并将媒

介接触概括为“社会因素 + 心理因素→媒介期待→

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基本模式 [3]。该理论首次

站在受众视角，强调不是媒介在操纵人，而是人在

使用媒介，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自身特定的需要。

3  微信平台健康谣言的传播分析
3.1  社会和心理因素催生需求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只有当金字塔底

部的最基本的需求被满足时，才能激发人们达到更

高层次的需求，而基本需求中包含着对健康的需求，

所以关注健康信息，追求健康生活是每个人的基本

需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严重危害人民群

众的安全，使社会陷入恐慌之中，加大了人民群

众对健康信息特别是关于新冠病毒健康信息的需

求。进入后疫情时代以来，民众经过疫情，更加明

确健康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对健康信息依然会保持

高的关注度。在以上背景之下，由于民众对真伪健

康信息分辨能力较弱等原因，健康谣言也得以迅速 

传播。

“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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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媒介接触可能性

媒介接触可能性是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行为的

可能性，也是媒介接触行为的前提条件之一。一方

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很多人能够使用网络并拥有智能手机。

另一方面，微信作为一款主流的社交媒体软件 ，在

安卓系统、苹果系统等大众常用的手机系统中 ，都

可以找到安装包。所以，大众下载并使用微信是非

常方便的。

3.3  媒介印象

媒介印象是受众对媒介能否满足自身需求的评

价 ，也是媒介接触行为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据微信

安装包下载界面显示，截至 2022 年 4 月 1 日，微

信安装次数高达 135 亿，堪称国民级 App。所以，

目前微信在大众中是受欢迎的，能够满足受众的特

定需求，比如对线上社交的需求等。

3.4  健康谣言对部分受众的满足

3.4.1  满足实用性需求

健康谣言的主题和内容往往是与大众的生活

息息相关的，而且有“实用”的特点，比如“如何

鉴别转基因与非转基因食品”“这种煮鸡蛋易诱发

肠癌！几乎人人都在吃，警惕！”等。健康谣言贴

近生活、“实用”的特点，对受众产生强大吸引力。

由于部分受众分辨真伪健康信息能力较低，极易相

信此种谣言，从而使自己的需求得以满足。

3.4.2  满足时效性需求

热点事件是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

热议的事件，一般伴随着大量谣言的产生。在热点

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由于要恪守真实客观原则等

原因，在事实没有明晰之前，不便于发声，形成了

事情真相的“真空”地带。但是公众对真相的呼声

很高，渴望马上就能知道事情真相。在这种矛盾之

下 ，谣言快速滋生，以迎合受众时效性需求。在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出现“新冠病毒由吃蝙蝠产

生”，2021 年底到 2022 年初，西安暴发新冠肺炎

疫情，出现“西安一半病例是核酸检测感染的”等

谣言均是此种情况的鲜明体现。

3.4.3  满足可信性需求。

在信息海洋之中，受众钟爱真实可信的信息，

健康谣言为迎合受众的这一需求，可谓是“花招”

众多。

首先，健康谣言传播者的虚拟名字起的很“高

大上”，给人一种权威、值得信任的错觉。比如“弘

扬国医专栏”“生命科学与营养”“每日健康研究 

社”等。

其次，内容方面假借权威，增加可信度。一般

分 3 种情况。一种是借用专家学者的实验结果 ，混

淆视听，得出自己的观点。比如“科学家发现：只

需禁食 2 天可重启整个人体免疫系统”，借用南加

州大学教授关于免疫细胞的实验结果，混淆视听，

得出“饿”不仅能治百病，而且助长寿的错误观点。

另一种情况是无中生有，直接杜撰专家学者或权威

机构的观点。比如“人民日报：喝豆浆后身亡！悔

不当初！”的文章称，人民日报紧急提醒，早晨喝

豆浆可能要家人的命，没有彻底煮沸的豆浆有剧毒。

经查实，人民日报并没有相关报道。最后一种情况

是，歪曲本意，看似真实可信，实则是谣言。比如“世

卫组织秘书长：已接种疫苗的人，更有可能感染奥

密克戎变异病毒”的视频在微信平台上广为流传，

后经查实，是翻译错误，世卫组织秘书长的本意并

非如此。

最后，健康谣言偏爱创建故事情景，将受众带

入故事化情景之中，从而降低受众分辨真伪信息的

能力，以达到让受众以为是事实的目的。如“一家

六口，查出白血病，“元凶”藏在面条里？听听医

生怎么说”的文章中，提到张师傅一家六口，被查

出有白血病。调查后发现，张师傅一家喜欢吃面条，

而引发白血病的“元凶”正是用甲醛进行防腐的劣

质面条。但事实是白血病现在病因不明 ，是多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4.4  满足受众好奇心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健康谣言利用此种人性特

点进行传播，套路一般是先通过标题引起受众好奇，

进而吸引受众阅读具体内容以满足好奇心，主要有

三种形式。

1）巧用反转。巧用反转即为健康谣言不同于

受众以往的认知，甚至是对以往认知的颠覆，以达

到引起受众好奇进而满足的目的。比如喝牛奶有利

于身体健康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是正确的。但有

谣言文章“徐文兵谈牛奶：珍爱生命，远离牛奶”

称牛奶是血的一部分，是阴寒的东西，经常喝有害

身体健康。

2）留有悬念。健康谣言的标题往往设置悬念，

吊着受众的“胃口”，吸引受众浏览具体的内容来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设置悬念的方式一般分两种，

一种是“此不提而彼提”，即在标题中不提此物而

具体内容中提，比如“清理肺部的食物 ，不是猪血，

而是它，平时多吃点，清肺更养肺”等。另一种是

以问句做标题，引起受众思考和好奇，比如“得了

糖尿病能不能喝茶呢？”“喝汤对于多囊有哪些好

处？喝汤的这些讲究你知道吗？”等。

3）耸人听闻。有些健康谣言是典型的标题党，

标题中擅用“重磅”“揭露”“震惊”“颠覆”“警

惕”“千万”等冲击力比较大的字眼，而且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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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号使用。比如“这种煮鸡蛋易诱发肠癌！几乎

人人都在吃，警惕！”“轰动欧美！海外科学家公

布铁证 ：中药轻松杀死癌细胞”等。这种健康谣

言标题使受众感到一种危机感或震惊感 ，从而急

切地想了解其中所谓的“事实”，以满足自己的好 

奇心。

3.4.5  满足使用媒介的需求

受众为什么要在微信平台上浏览健康信息进而

误信健康谣言呢？微信平台满足受众对媒介使用的

需求便是原因之一。使用媒介，即是受众从单接收

信息的被动角色，走向将媒介作为自己接收信息、

表达态度、传播信息、方便生活的工具的主动角色。

微信平台对受众使用媒介需求的满足，主要体现在

强社交、传收一体化两方面。

1）强社交。微信作为典型的社交媒体 ，社交

有三大特性。首先，即时性，在网络状况良好的情

况下，用微信发送与接收消息延迟时间很短。其次，

多样性，微信的交流方式多样，有文字、语音、电

话、视频等交流方式，打破了空间限制。微信“玩法”

多样，可以发朋友圈展示生活，可以用微信钱包进

行线上支付等。最后，多层次，在微信中，可以一

对一的交流，也可以在群里进行一对多、多对多的

交流，形成了多层次的交流体系。正是由于微信的

这些特性，满足了公众对线上社交的需求，方便了

公众生活，使得微信吸引众多用户使用。

2）传收一体化。在大众媒体时代，信息从传

统媒体流向受众，这是单一线性过程。到了新媒体

时代，这一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们不仅能接

收媒介信息，而且走向主动的控制媒介，创造、传

播媒介信息以及在互动中向传播者反馈信息。比如

在微信平台上，个人或组织只要符合资质，就可以

申请公众号或开通视频号等，用于创作、传播自己

的观点。传收一体化是把双刃剑，既有增强受众主

体性、主动性，满足受众使用媒介需求的积极作用。

同时，由于传播信息的门槛降低，大量没有专业知

识和追逐利益的传播者出现，使信息环境鱼龙混杂，

谣言随之产生。

4  微信平台健康谣言防治建议
4.1  个人方面

个人要积极的通过权威媒体、专家学者专栏等

方式学习健康知识，发现不确定的健康信息要多方

比对，主动培养辨别真伪健康信息的意识。还要练

就一双火眼金晶，识破健康谣言刻意迎合受众需求

的一些“花招”“把戏”，从根本上让健康谣言失去

传播的土壤。作为一名公民，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

对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坚决说不，发现谣言积极举

报，做清朗网络空间的坚定维护者。

4.2  微信平台方面

首先，平台应积极与各地网警部门等辟谣机构

合作，邀请辟谣机构入驻微信平台。其次，发挥人

民群众的力量，平台应保证举报谣言的渠道畅通无

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击谣言。最后，平台

可以扶持有资质的医学专家的公众号或视频号，鼓

励医学专家传播辨别健康谣言的知识等。在平台上

形成辟谣机构、广大人民群众、医学专家组成的三

层谣言防治网，让谣言无处遁形。

4.3  主流媒体方面

主流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社会公器，

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主流媒体可通过大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播健康知识，比如可以邀请医学专家开

直播，也可以拍摄有关健康知识的小视频等，以提

高公众的健康知识水平。

4.4  国家方面

一方面，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重拳出

击，依法处理恶意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人。另一

方面，可以在社会上推广伪健康信息特征列表。研

究显示，伪健康信息特征列表，能够有效提高用户

真伪健康信息的辨别效率 [4]。国家可以通过推动伪

健康信息特征列表进社区、进校园，发动各级宣传

机关宣传伪健康信息特征列表等方式向社会推广。

5  结语
健康谣言为什么会大肆传播并被部分受众相

信？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健康谣言有“市场”，能吸

引受众并满足了部分受众的需求。本文借用“使用

与满足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微信

平台上的健康谣言是如何吸引受众并满足部分受众

需求的，对理解健康谣言为什么会大肆传播具有借

鉴意义。同时本文从个人、微信平台、主流媒体、

国家，四方主体出发 ，提出了防治健康谣言的具体

对策，四方合力，定能将健康谣言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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