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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传播更快”的假信息

2月 15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罕见对疫情防控中的虚

假信息提出了警告。他说，“在对抗疫情的同时，国际

社会还需要同虚假信息和谣言做斗争。假新闻比病毒传播得

更快，也非常危险。谣言和虚假信息阻碍了国际社会对疫情

作出反应。”

谭德塞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一次专门会议上，作出这个

警告的。已举行了 56 届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国际安全领域

知名论坛，谭德塞的警示，说明与虚假信息作斗争，已经是

国际社会防控疫情的重要一环。

很多人认为，谭德塞的讲话是有所指的。英国某大报网

站 2 月 14 日报道，两周前印度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遗传学论

文，声称相关病毒是在实验室人为干预造成的，病毒扩散传

播有人为因素。有科学家当即用数据驳斥了这种说法，结论

是“如果你想制造什么东西，你不会那样做”。但是类似“遗

传学论文”的说法，在美西方还有不少流传，成了世卫组织

所称假新闻“信息瘟疫”的一部分。

值得警惕的是，美西方传播的相当一些虚假信息，背后

有着复杂因素，很多是利用社会关注热度，恶意制造谣言，

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此外很多假信息，有判断失真带来

的虚假结论，也有源于恐慌或者焦虑对事态的放大。由于假

信息虚构或夸大事实，容易造成“博眼球”更大刺激效果，

往往比真相传播更快，加剧人们焦虑，阻碍正确处置疫情。

随着中国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到最吃劲的阶段，防控假新

闻、谣言和虚假信息，对我们来说同样刻不容缓。特别是对

假信息造成的危害，要有足够的警惕。

疫情防控中假信息带来的不利影响，已屡有发生。一是

故意制造谣言、制造虚假新闻。前几天有个假造武汉一堆手

机的截图，恶意造谣、其心可诛，必须露头就打。二是情况

不明、传播不准。某地供应疫情防控用品，结果广而告之的

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有供应的地方也排起长队造成人群集聚，

并且根本不够买。有关部门相信也是出于好心，但情况掌握

不明，对可能结果预判不够，受众得到的是不真实信息。三

是似是而非、误读误传。有专家认为防止传染必须戴N95口罩，

结果造成高品质口罩稀缺“恐慌”，其实公众一般防护普通

口罩足够。还有就是“气溶胶”传染，仅凭或有概念作出结论，

加剧了社会焦虑。

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以来，中国以公开透明的信息，积极

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世卫组

织和许多国家政要，都对中国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遇到的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公

共卫生事件挑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如何尽可能防止信息传

递失真，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专家在缺少公共

传播经验情况下，作出似是而非、概念不准的表述，确实会

引起困惑、增加麻烦。

这需要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大力提升全域传播、全媒传

播意识，大力提高即时传播、准确传播能力。互联网时代公

共表达，基本都处于直播状态，没有什么可供反复斟酌、反

复修改的机会，这对即时准确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方面，

央视《新闻 1 ＋ 1》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多个直播采访，提供

了很好范例。

表述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危机评估不够带来的恐

慌或夸大。新冠疫情虽然来势汹涌，但是充分评估的话，它

的流行病学指标都不高于我们熟知的一些疾病，甚至某种意

义上还低于流感。只是一个新型症状的出现，因为缺少了解

带来不确定性，加剧了危机感带来恐慌。而“假信息”的盛行，

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惑于这样的恐慌。

科学理性，是应对疫情的必由之路。防止假信息“传播

更快”，最好的武器依然是科学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