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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公众对网络食品药品谣言信息及虚假宣传甄别能力和行为态度，探索防范谣言传播、维护社

会稳定的有效措施和途径。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研究方法，对贵州省某少数民族自治州公众开展食品药品网络谣

言及虚假宣传辨识能力、行为态度问卷调查。结果 当地公众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识能力总体较低，

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青少年人群对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的辨识能力较弱。大部分公众处理网络食品药品安全信

息较为理性，更愿意通过国家监管部门权威网站了解信息，基本具备了确认信息真实性的主观意识，但辟除谣言的

行动能力不高。结论 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强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和虚假宣传治理，加大当地谣言及虚假

宣传的监测和系统性分析研究，有针对性、预判性地进行治理和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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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identification ability of rumors and false publicity of food and drug on public
network ——Taking a minority autonomous reg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AN Bingkun，ZHOU li，LI Erping，WANG Mingyang，WEI Jingtu，CAO Zijing
（AD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enter of Qiannan prefecture, Guizhou Duyun 558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online food and drug rumors and false
publicity，so a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rumors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by the
method of random sampling，was conducted on the public’s ability to identify food and drug online rumors and false
publicity in a minor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Guizhou Province in China. Results The identification ability of online
rumors and false propaganda about food and drug on the local public was generally low. The adolescents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have weak ability to identify network rumors and false propaganda. Most of the public are rational in
dealing with online food and drug safety information，they prefer to learn abou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uthoritative
websites of 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basically hav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confirming the authenticity of
information，but lack the action ability to dispel rumors. Conclusion The management of food and drug online rumors
and false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monitoring，systematic analysis，targeted and
predictive governance and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Key words：Food and drug rumors；false propaganda；identification ability；network opinion

在当前我国广泛传播的“网络谣言”和虚假宣传

中，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消息占据近一半。据 2018
年相关报道显示，网络谣言中食品类谣言占比高达

45%［1-2］。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双黄

连、板蓝根预防新冠肺炎病毒的谣言肆虐全国，双

黄连口服液、板蓝根一度售卖脱销。我国不断加大

食品药品网络谣言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贵州

虽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但近年来 GDP 增速稳居全

国前列，与发达地区的网络信息数据鸿沟也逐渐缩

小，加之贵州是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之一，在谣言

素养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性别人

群具有发展不平衡和相对滞后的特点［3］，根据学者

克罗斯［4］提出一个谣言公式：R = i×a／c，即谣言的

杀伤力 R=（事件的）重要性 i×（事件的）模糊性 a/公
众批判能力 c，本研究拟对贵州某少数民族地区公

众食品药品谣言辨识能力及行为态度进行调查，以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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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防范食品药品谣言传播、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决

策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和调查方法

2020 年 3-5 月期间，采用随机抽样研究方法，

依托问智道问卷调查网络平台，对贵州省某少数民

族自治地区十二县（市）人群开展网络问卷调查，调

查对象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个体户、高校教

师学生、普通民众等群体。

1. 2 问卷设计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对“网络谣言辨识力”

的明确定义和相关判断标准，本研究在查阅大量文

献基础上，参考信任有关影响因素、突发事件认知

构成要素及网络谣言辨识力等有关研究［5-7］，将调查

问卷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基本情况调查、食品药品

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识能力的测评相关问题调

查和公众行为态度相关问题调查。其中在食品药

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识能力测评的相关问题

设计上，设置了两类测评问题以此来评价辨识能力

的高低：第一类是常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识别能

力测评问题，第二类是常识性知识测评问答。问卷

形成初稿后经预调查与专家讨论进行确定。

1. 3 统计学分析

结果采用 Excel 进行资料录入、整理，运用统计

软件 SPSS16. 0 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定性资料

的统计描述：对研究的定性资料的频数分布及构成

和发生的频率进行统计描述。单因素统计推断采

用 t 检验、方差分析检验均数差异性。显著性检验

水准取 α=0. 05。

2 研究结果

2. 1 问卷测评相关问题的确定

问卷测评相关问题主要分为两类。在第一类问

题的制定中，因食品药品网络谣言传播在不同时间

和地点具有不同特征，且与食品谣言相关的信息较

多，本研究基于《2017 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报告》

《2018 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报告》内容，将食品谣言

的热词主要归纳为有毒、致癌、农残；对本地 2017 至

2019 年网络舆情监测发现的食品药品安全热点问

题、当地 12315 投诉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出现频率较

高的食品药品谣言和虚假宣传内容主要为 2017 年

暴发的非洲猪瘟引发的猪肉安全问题、2018 年食盐

添加剂的安全问题、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保健食品

虚假宣传问题、鸿茅药酒及中药制剂的安全问题、

新冠肺炎病毒特效药宣传问题等，问卷以此作为网

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识别能力测评代表性问题。结

合辨识谣言所需的食品药品安全基础常识设计了

第二类测评问题，包含食品药品的辨别、农药及食

品添加剂的认识、中药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维护的基

础知识等。问卷形成初稿后，进行预调查，收集预

调查人员意见，经专家讨论后形成了 16 个测评题

目（表 1）。

2. 2 调查基本情况

调查收集问卷 3 820份，剔除不合格问卷 135份，

合格问卷 3 685份，问卷合格率 96%。有效的人口学

信息共 3 685人，其中男性 1 608人，女性 2 077人；小

于 18岁 174人，18~28岁 651人，29~40岁 1 560人，

41~65 岁 1 291 人，大于 65 岁 9 人；小学及以下学历

表 1 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的辨识能力测评情况

Table 1 Evaluation of identification ability of food and drug online rumors and false propaganda
题目

1.非洲猪瘟蔓延期间，猪肉不可以吃

2.食用盐中添加了亚铁氰化钾堪比毒药

3.某保健品公司可以在其网站宣传其保健食品可提高免疫力 ,具有防癌抗癌 ,保肝解毒功效，对胃

癌、肝炎、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有明显的治疗保健作用

4.喝酒可以预防新冠肺炎

5.双黄连药物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病毒

6.网传小孩发热不要用尼美舒利颗粒退热，已有 5例患者用来退热治疗，4人抢救无效死亡

7.鸿茅药酒由中药制成，比较安全，不会有不良反应

8.中成药比较安全，不会有不良反应

9.生病时，用药的剂量越大，疗效越好

10.您知道如何从外包装上准确区别药品、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吗

11.请根据鸿茅药酒的外包装标示，判断鸿茅药酒是药品、保健食品还是普通食品

12.蔬菜和水果的农药残留可以致癌，种植蔬菜和水果不应该使用农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13.食品添加剂不安全，生产的食品就不应该添加食品添加剂，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14.药品销售离柜后概不退换，是否合法

15.购买变质过期食品，可以凭证据要求商家给与赔货款 10倍的赔偿金，这个要求是否合法

16.发生消费纠纷协商不妥后，可以打哪个电话投诉处理？

人数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3 685

正确辨识人数

1 699
2 093
2 957
3 225
3 284
1 872
2 265
2 771
3 557
2 769
674

3 174
2 000
2 658
2 775
3 387

正确率/%
46.11
56.80
80.24
87.52
89.12
50.80
61.47
75.20
96.53
75.14
18.29
86.13
54.27
72.13
75.31
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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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人，初中学历 806，高中学历 889 人，大学及以

上学历 1 679 人。

2. 3 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识得分情况

在考察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识能

力上，问卷共 16 个题，1~9 为判断，10~16 为问答，

总分 100 分（每题的分值相同为 6. 25 分），其中第

10 题和 11 题为公众自评测试题目，当第 10 题回答

为肯定，而第 11 题回答错误时，第 10 题不得分。

总分值越高代表公众对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

宣传的总体辨识度越高。本次调查，公众对问题的

回答知识平均得分为 65. 53 分。

公众在辨识度上的得分偏低，主要体现在对题

目 1、2、6、7 的谣言正确辨识率平均为 53. 79%；其

次，公众在生产食品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认识上，在

辨别药品、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能力上认知不足，

题目 11 和 13 的回答正确率偏低。具体测评情况

见表 1。
2. 4 不同地区公众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

辨识能力对比

根据 2019 年 GDP 情况，将该地区的县（市）划

分为 GDP 高、中、低三个组，对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

虚假宣传辨识度答题得分进行分析，结果 GDP 高、

中两组的答题得分均高于 GDP 低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 01），详见表 2。

2. 5 不同人口学特征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

传辨识能力对比

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食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

传辨识能力进行对比，男性和女性的辨识度平均得

分分别为 65. 56 和 65. 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年

龄来看，41~65 岁组辨识度得分最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 01）；从学历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组

辨识度得分最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1），

详见表 3。
2. 6 公众对待食品药品网络信息的行为态度

调查显示，大部分公众对待网络传播的食品药

品安全事件较为理性，基本具备了对信息真实性进

行确认的主观意识，但仍有近一半的调查对象仅局

限于对问题的知晓，并不会采取具体行动核实信息

的真假，主动辟除谣言的行动能力不高。公众了解

和确认信息时，官方监管部门权威网站、电视/广播

仍是主要渠道，对其发布的信息有一定的信任度，

但仍有所保留，结果详见表 4。

3 讨论

3. 1 公众辨识能力及行为态度总体特征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在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

假宣传辨识能力偏低。在“百度”上，以“辟谣”为关

键字进行网络搜索，检索到国家官方平台主要有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中国食品辟谣网”“中

国食品辟谣联盟”，以“贵州辟谣”为关键词进行搜

索，检索到官方平台一个，为“贵州辟谣平台”，上述

平台内容都较为丰富；以“本研究所在地名+辟谣”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未检索到地方相关平台，且相

关辟谣信息报道寥寥无几。分析原因为当地食品

药品相关知识的宣传及辟谣工作还较为薄弱，群众

知晓度不高，在省级以下的地区公众辟谣措施、辟

谣宣传相对不足，由于地方谣言和虚假宣传传播有

一定的区别和特点，在公众主动辨识和辟谣积极性

不高的情形下，尽管存在国家、省级等内容较为丰

富的辟谣平台，也难以让公众掌握具体谣言真实情

况，导致辨识能力偏低。

近年来使用微信、抖音等软件的人群较多，但

对于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公众更愿意选择国家官

方网站及电视广播获取信息。一方面因为食品药

品涉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公众获取信息的来源

也相对谨慎，另一方面官方发布此类信息的专业性

表 2 GDP高、中、低地区公众食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

识度得分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identification scores of public food
online rumors and false propaganda in areas with high, middle

and low GDP
GDP
高

中

低

N
1 299
1 129
1 257

知识得分（x̄ ± s）
68.47±17.12**
67.56±15.87**
60.66±18.52

F值

76.69
P值

0.000

注：“**”表示与 GDP低组对比，P＜0.01

表 3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公众食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

识度得分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identification scores of public food
online rumors and false propaganda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人口学特征

性别

年龄

学历

男

女

<18岁
18~28岁
29~40岁
41~65岁
>65岁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人数

1 608
2 077
174
651

1 560
1 291

9
311
806
889

1 679

知识得分（x̄ ± s）
65.56±17.60
65.50±17.61
49.50±17.92
63.96±16.84**
66.10±17.28**
67.93±17.00**∇∇∇∇#
43.70±22.88
49.84±18.17
58.35±17.24**
68.20±16.56**∇∇∇∇
70.46±15.26**∇∇∇∇##

t/F值

0.112

49.754

207.97

P值

0.911

0.000

0.000

注：年龄组中“**”表示与<18岁对比，P＜0.01；“∇∇”表示与 18~28岁对

比，P＜0.01;“#”表示与 29 ~40岁对比，P＜0.05;学历组中，“**”表示

与小学及以下组对比，P＜0.01；“∇∇”表示与初中组对比，P＜0.01;
“##”表示与高中组对比，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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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权威性更强，对公众的说服力更高。尽管部分调

查对象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信任有所保留，但结合第

16 题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消费者知晓通过官方渠道

保护自身权益，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部门的公信

力是相对较高和可靠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仍为

主流声音。

3. 2 提升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辨识能力

的重点与难点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提升公众食品药品网络

谣言及虚假宣传辨识能力迫在眉睫。公众辨识能

力与当地经济发展、年龄和学历有关，这与有关文

献研究基本相符［8］。要进一步提高公众的辨识能

力，重点与难点在于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程度和有效

科普宣传方法。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加强对提升公众自身辨识能力的重视度，加大工

作经费的投入，进一步对当地谣言及虚假宣传的内

容、传播渠道、传播特点等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进

行针对性、预判性的宣传和治理；另一方面要结合

地方特点和受众人群知识水平，加强辟谣和有关知

识的科普宣传，提高公众素养，重点针对少数民族

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青少年人群开展宣传，让公众

便于、易于、乐于接受。

3. 3 地方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治理对策

食品药品谣言和虚假宣传的传播，会导致食品

药品安全负面舆论发酵，给公众健康安全、社会稳

定和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基于本次调查及

有关文献研究［9-11］，要做好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

假宣传治理，首先政府部门应给予重视，形成市场

监管、工信、公安、宣传等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联

动机制，联合打击制造传播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和虚

假宣传行为，压缩食品药品网络谣言及虚假宣传生

存空间，消除滋生土壤；其次针对性地加强重点薄

弱人群的科普宣传和网络素质教育，采用当地公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食品药品知识走进社区、走进

校园等科普宣传活动，提升公众食品药品网络谣言

及虚假宣传辨识能力；第三政府部门应加强信息监

测，并及时通过投诉举报、官网、电视和广播等公众

常用渠道回应网络食药安全热点问题，发布相关知

识，防范食药网络谣言舆情发展；最后应增强社会

共治能力，运用社区网格化管理、农村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投诉举报等方式打通政府部门与群众信息

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调动公众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和谣言治理的积极性，让公众积极主动识谣和辟

谣、打击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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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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