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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健康谣言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为探究自媒体健康谣言的话语特点，文章采用了案例分析法和文献研

究法，选取“微信辟谣助手”中44篇健康类谣言文本，基于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模型，从文本特征、话语

实践、社会实践方面对健康谣言进行批评话语分析。自媒体健康谣言的文本特征在词汇层面表现为口语词

汇、情绪词汇等的使用，在句子层面表现为祈使句、省略句等的使用，在语篇层面根据其效果特点可分为恐

惧型健康谣言、宣传性健康谣言等；话语实践方面，健康谣言的内容多无明确来源，其生成原因主要包括夸

大措施功效等；社会实践方面，自媒体健康谣言的传播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并体现了话语权力的运

作。文章旨在通过对自媒体健康谣言的批评话语分析，为健康话语在自媒体中的理性传播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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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Health Rumors has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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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rumors in self-media, this paper adopts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selects 44 health rumors texts from “WeChat Rumor-Refuting 
Assistant”. Based on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ritical 
discourse of health rumors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 features,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text features of health rumors are the use of spoken and emotional words at the lexical level, 
imperative and ellipsis sentences at the sentence level, while at the discourse level,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effects, rumors can be divided into fear-based health rumors, propagandistic 
health rumors and so on. In discourse practice, several contents of health rumor has no clear source, 
while the causes of rumors mainly include exaggerating the efficacy of measures, etc.. In social prac-
tice, the spread of health rumors in the self-media i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
ment and reflects the operation of discourse power.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r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ealth discourse in self-media through th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health rumors in self-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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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已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谣言是一种对公众感兴

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的流传[1]。自媒体平台门槛较低，文章质量难以保

证，易促使谣言产生。近年来，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高，自媒体平台上的健康类信息日益增多，

但其中也混杂着大量健康谣言，不仅误导公众，还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基于此，“微信辟谣助手”

等辟谣平台应运而生。“微信辟谣助手”是一款由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小程序，旨在通过整合官方

信息，减少自媒体谣言信息的传播。信息化时代下，自媒体健康谣言有什么具体特征？其生成和传

播遵循何种机制？各方又该如何应对此类谣言的传播？本文以“微信辟谣助手”平台上的 44 篇健康

类谣言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模型，以文本特征、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为向

度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谣言文本的词汇、句子和语篇特征，揭示健康谣言的生成和传播

机制，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历史环境影响和话语权力运作，以期为健康话语的理性传播和网络谣言

的治理提供思路。 

2. 文献综述 

1989 年，费尔克拉夫在《语言与权力》中明确提出“批评性话语分析”概念[2]。1992 年，费尔克拉

夫以早期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提出了分析话语变化的模式，将任何“话语事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

话语实践的例子、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话语分析也相应地在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上展

开[3]。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健康谣言分析提供有效路径。 
近年来，健康谣言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国内方面，研究集中在传播学和语言学，包括运用社

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探索健康信息传播规律[4]，从具体健康话语案例中解构话语框架和权力结构等[5] 
[6]。2020 年，骆冬松从传播学入手，剖析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传播[7]；冉永平从语用学视角梳理健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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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研究路径、主要议题及特殊话题[8]。国外方面，2020 年，Pavlova 基于推特数据，结合传播学、心理

学等学科分析健康话语及背后的权力机制[9]；2021 年，Fuentes 利用具体案例，提出社交媒体和公众认知

在公共卫生健康的核心作用[10]；2022 年，Fatima 等多国学者聚焦于计算机技术领域，通过建立谣言数

据集，应用机器和深度学习模型来检测假新闻[11]。 
总体而言，当前健康话语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具体疾病案例分析，而较少从语言学角度归纳健康谣言

的共性。文章选取不同方面的健康类谣言话语，如原理错误科普、产品虚假宣传等，以期归纳健康谣言

的特点，为自媒体健康话语的理性传播提供实践思路。 

3.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文本特征 

文章的健康谣言来源于“微信辟谣助手”。研究搜集了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2 月间，该平台辟谣

的有一定影响力(阅读量超过 1000)的健康类谣言文本 44 篇，并通过 Python 对清洗后的语料进行分词和

词性标注。后期，使用语料库分析工具 AntConc 创建小型语料库，进行语料分析。本部分将从词汇、句

子、语篇三个层面对文本特征进行分析。 

3.1. 词汇层面的特征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词汇特征表现为口语词汇、情绪词汇和专业词汇的使用，主观色彩浓厚，兼具“伪

科学”的特点。 
词汇选用常受个人主观意识和情感因素影响。大量能愿动词的使用，例如“为什么说茶可以有效抗

辐射？”中的“可以”、“人类发明一种武器，疾病就会进化一种技能。”中的“会”均表现了自媒体文

章的主观论断。健康谣言中多口语词汇和情感词汇，例如“这个地界经常有幺蛾子出现”中的“幺蛾子”

“西红柿的‘死对头’，二者千万别同食”中的“死对头”“直接啪啪打脸那些鼓吹美国疫苗更有效的砖

家叫兽”中的“啪啪打脸”等，均体现了强烈的主观情绪。 
同时，健康谣言中也多有专业词汇的运用。在语料库的高频词汇中，自媒体健康谣言提到“科学”

“医学”等专业领域，依据“医生”“专家”“会议”“实验”等相对权威来源，使用“细胞”“氯”“致

癌物”等生物学、化学、医学专业术语，试图以“伪科学”提高话语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同时，“大家”

“患者”“孩子”等不同称谓，能够引发社会不同群体对健康谣言的关注，提高健康谣言接受度，促使健

康谣言广泛传播。 

3.2. 句子层面的特征 

自媒体健康谣言句式简单，常使用省略句和祈使句，口语性较强。语义多为承接、因果、假设关系，

注重句子的形式和逻辑而非内容的科学性。 
自媒体健康谣言为获得大众关注，达到传播效果，句式简单，使用省略句和祈使句，口语性强。例

如，“吃海参，更好更快建立抗病免疫防线！”使用单句和祈使句，省略主语和能愿动词，使句子简练直

接，便于大众快速了解文章内容，接受文章观点，实现传播目的。 
从语义关系来看，健康谣言多使用承接、因果的语义关系，试图增强文章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例如，

谣言“因为土豆中含有大量的淀粉，食用后会刺激胃酸分泌，而西红柿在胃酸的作用下会产生不溶于水

的沉淀性物质”虽无明确依据，但前后联系紧密，承接和因果的语义关系更易迷惑大众，具有欺骗性。

“如果”表示假设的语义关系，在语料中出现频率较高，体现了未经证实的判断或预测，具有主观性，

例如“如果大量一起食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甚至会导致营养价值的损失。”表面上客观预测

了食用后果，实则缺乏科学依据，难以逻辑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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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语篇层面的特征 

从语篇层面，自媒体健康类谣言可大致分为恐惧型健康谣言、宣传性健康谣言和牟利性健康谣言。 
恐惧型健康谣言指使受众对健康状况感到恐惧或焦虑的谣言。此类谣言常使用夸张的措辞，对某

些行为带来的健康隐患进行夸大反映或捏造。此类谣言常模糊人称指示语和时间指示语，可信度较低。

例如，在谣言“一家四口患上白血病，竟是因为餐桌上常见的它！为了健康，建议扔掉”中，“一家

四口”“最近”模糊了具体人物、事件发生时间。使用“餐桌”“常见”等词汇，具有代入感，“白

血病”的事件结果易使受众产生恐慌、焦虑等情绪。宣传性健康谣言多见于具体的保健措施，指造谣

者通过夸大事实、措施功效等对保健方法或健康饮食方法进行宣传。例如，“糖醋蒜治好幽门螺杆菌”

语篇以“我”为视角，文体主观性较强，正式性较弱，且并未写明确诊时间、用药剂量等详细信息，

实为虚假宣传。牟利性健康谣言旨在推销、售卖产品，达到盈利目的。例如，谣言“央视 CCTV 解读

青汁，要想身体好，常年要‘吃草’”夸大所售产品的功效，旨在推销青汁产品，获取利润。另一则

例子“警惕：吃螃蟹，这几种食物不可同吃，重会引起中毒！”则是以科普为依托，文末推销大闸蟹，

实现牟利目的。 

4.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指的是在一定语境下话语产生和理解的过程[12]。本部分从内容来源、生成手段两个角度入

手，具体分析自媒体健康谣言的产生过程。 

4.1.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内容来源 

对所选 44 则健康谣言进行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其内容来源多样，大致可分为网络转载、媒体报道、

医生专家、普通大众、杂志论文、影像资料或无明确来源 7 种，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source frequency of health rumors from the self-media 
表 1.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内容来源频率统计 

内容来源 网络转载 媒体报道 医生专家 普通大众 杂志论文 影像资料 无明确来源 

出现频率 11.4% 4.5% 6.8% 29.5% 9.1% 2.3% 36.4% 

 
网络转载是指自媒体从网络其他平台转载健康谣言；媒体报道是指谣言文本来源于国内外媒体报道；

医生专家是指医生、专家为自媒体信息来源；普通大众是指自媒体谣言来源于普通个人，并不具有权威

性；杂志论文是指自媒体主体为杂志，或文章出自学术论文；影像资料为自媒体将媒体资料转化为文本

进行传播；无明确来源则指文章并未注明出处，内容也无法体现其来源。 
通过分析可知，自媒体健康谣言多无明确来源，在有明确来源的健康谣言中，来源于普通大众和网

络资源的健康谣言比例较高，多为大众对于健康事件或常识的个人理解，主观性强。少数健康话语虽然

来源于杂志论文、医生专家等，话语内容来源相对权威，但因其传播等目的，文章常常经过改编，夸大

事实或曲解科学原理，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判断，整体可信度较低。总体而言，媒体报道、

影像资料等较权威来源较少。 

4.2.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生成原因 

对 44 篇健康谣言进行归类、梳理，可将其生成原因分为夸大措施功效、夸张影响危害、基于传播设

计、曲解科学原理、歪曲事实真相、牵强附会、无中生有 7 类，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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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health rumors 
表 2.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生成原因频率统计 

生成原因 夸大措施功效 夸张影响危害 基于传播设计 曲解科学原理 歪曲事实真相 牵强附会 无中生有 

出现频率 34.1% 18.2% 6.8% 9.1% 18.2% 9.1% 4.5% 

 
所选健康谣言的生成手段中，夸大措施功效指话语夸大做法功能和效果占比最高，多见于保健方

法分享或产品推销中，例如“这种茶能够杀死癌细胞，其抗癌效果是化疗的 1 万倍！”通过夸大茶叶

的功效，吸引读者注意。夸张影响危害指健康话语刻意夸大危害常见于负面健康谣言话语，例如“西

红柿加它，毒性堪比砒霜！”通过将毒性与砒霜类比，引起公众恐慌。歪曲事实真相指健康话语与事

实相悖，常省略部分要素造成事实曲解。文本内容“最近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家四口接

连患上白血病”中“最近”隐藏时间信息，描述多年前的案例以引发受众恐慌。曲解科学原理，例如

在“干细胞征服人类三大天敌——衰老、免疫力、癌症！”的谣言中，省略干细胞治疗疾病的条件，

曲解了科学原理。牵强附会指将无关事物混为一谈，例如“一人吃脂肪，另一人吃糖，最后谁变胖？”

牵强地将变胖的原因归结为摄入糖分。基于传播设计，例如“核酸又要回来了吗？”为传播目的而设

计。无中生有指随意捏造健康谣言，例如“细胞内的好水–可以防癌！！”基于商业目的凭空捏造水

防癌的谣言。 

5.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社会实践 

费尔克拉夫强调把话语看作是一种行为模式，突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观[13]。自媒体健

康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能够体现社会历史环境及话语权力运作。本

部分聚焦于自媒体健康谣言背后的社会历史环境与话语权力运作，探究健康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

机制。 

5.1.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社会历史环境 

社会实践分析位于三维分析框架中的最外层，主张把话语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14]。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空间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知识的普及，公众的保健意识日益增强，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

也日益增加。在此社会环境下，自媒体通过网络公开发表或传播健康类文章，体现社会背景下公众关心

的健康问题。 
自媒体健康谣言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的影响。例如，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期间，大众常购买螃蟹，因

此催生出健康谣言“警惕：吃螃蟹，这几种食物不可同吃，严重会引起中毒！”，夸大螃蟹的饮食危害。

在此条件下产生的谣言通常具有规律性和周期性，会根据时间变化重复出现，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

体现新的历史特点。 
自媒体健康谣言也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日本排放核污水引发国内公众关注，自媒体平台出现

大量与之相关的谣言，例如“皮皮虾身上长出‘肉花’，对虾大量聚集海滩垂死挣扎，日本：这是福岛核

污染水排海引起的吗？”与社会环境下的热点问题息息相关。此类健康谣言多与重大公共事件相关，事

件本身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健康话语更因事件发展阶段等因素而难以证实。 

5.2. 自媒体健康谣言的话语权力运作 

健康谣言的传播体现了社会话语权力的运作。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是话语权力理论研究的代表

人物，他引入“规训”的权力运作方式，将话语视为微观权力的表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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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健康谣言的传播体现了话语权力运作。前文提到，健康谣言话语多运用权威、专业的词汇，

部分内容出自杂志论文等相对权威来源。相关健康谣言利用大众相信专家权威的心理，在话语权力机制

下传播起来。例如，在谣言“李兰娟院士：早餐是养肝‘黄金期’，建议多吃 1 种早餐，养肝下火少生

病”中，李兰娟院士为话语生产者和知识权力中心。文章将“开水冲鸡蛋”的早餐形式直接嵌入到李兰

娟院士的话语中，将网络谣言伪装成权威话语，利用公众对于权威话语的信服和遵从，影响其知识体系

的构建，以此实现知识权力对大众的规训。在此过程中，互联网为自媒体健康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提供空

间，话语生产者监控大众情绪、掌握舆论动向，利用知识权力制造、传播谣言，普通大众从谣言接收者

转变为谣言传播者，共同促使健康谣言传播。 

6. 应对健康谣言的启示 

文章在对健康谣言批评性分析的基础上，从权威媒体、自媒体平台和大众角度总结其在健康谣言产

生、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启示，具有现实意义。 

6.1. 权威媒体及时发布消息 

健康谣言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与社会热点、舆论状况密切相关。健康谣言的话题多涉及大众关

心的健康问题，例如谣言“一个月减重 10 斤不反弹！协和医生给出 3 个科学减肥法”与减肥话题密切相

关；“8 万吨福岛核辐射三文鱼，换个商标又卖到了中国市场！”则与核辐射带来的公众焦虑有关。国家

相关部门和主要新闻机构应积极关注舆情，建立公共沟通机制，正面应对大众诉求，利用多种渠道及时

发布权威、客观消息，正面解答民众困惑，提出应对措施，保证信息公开透明，提高自身公信力，避免因

信息不对称造成民众的偏信盲从，减少健康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6.2. 多方平台形成辟谣合力 

自媒体平台因其进入门槛低、匿名性强、监管不易等特点，易出现健康谣言。近年来，为应对互联

网谣言的传播，多程序衍生出不同的辟谣平台，如“微信辟谣助手”“腾讯较真平台”等。辟谣平台通过

搜集、考证权威信息，对自媒体健康话语进行筛查和批判分析，及时辟谣，从而促进健康话语的理性传

播。政府部门应支持专业辟谣机构发展，加强对自媒体平台的监管，鼓励组织和个人规范信息发布的行

为。多方平台应协作促进权威信息传播，从而加快辟谣速度，提高辟谣的准确性和影响力，形成辟谣合

力，进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6.3. 大众自觉提高媒介素养 

大众作为健康话语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应当自觉提高媒介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大众要主动了解

健康谣言的话语特征和生成手段，警惕自媒体平台上夸张、情绪化的话语；重视分辨文章来源，积极从

官方媒体等权威途径获取信息，不轻信自媒体无明确来源的话语，注意多方查证，避免偏听偏信，从而

抵制健康谣言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大众还要自觉规范网络行为，积极理性地关注实事进展，不轻易

转发未经证实的言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7. 结语 

文章分析了健康谣言的特征和生成机制，并获得应对健康谣言产生、传播、接受的现实启示，即权

威媒体及时发布消息，多方平台形成辟谣合力，大众自觉提高媒介素养，以期引导人们认识健康谣言特

征，明辨健康谣言，理性应对健康话语，为自媒体健康话语的理性传播提供有益借鉴，为健康谣言的识

别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进而为网络健康谣言治理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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