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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COVID-19 epidemic broke out, and online rumors related to COVID-19 spread widely, 

resulting in a secondary epidemic. College students are at the center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online rumors. Taking the "Shuanghuanglian Incident" in COVID-19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Internet rumors in sudden public health events, analyzes the cognition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on Internet rumors throug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deepl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m.Then 

put forward a reasonabl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debunk network rumor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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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初，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与新冠相关的网络谣言泛滥，形成次生疫情。大学生群体处于互联网时

代中心，受到网络谣言极大的影响。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双黄连事件”为例，梳理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演进过程，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大学生群体对网络谣言的认知状况，并深入挖掘分析背后原因，

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合理、科学、有效的网络谣言辟谣机制构想。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大学生 

1.问题的提出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类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安全，使其快速上升为全

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下，正处于互联网发展大繁荣的

时期，网络信息之繁杂、网络用户体量之大等都为网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4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154



络谣言的滋长与传播提供了土壤，加之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所具有的突发性、难以预料性，相关网络谣言

数量爆发式增长，不仅加剧大众的焦虑情绪，影响日

常的工作生活，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增大疫

情正常管控的难度，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 

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网络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 9.40 亿，在我国网民职业结构中，学生

群体最多，占比达 21.0%。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信息

的受众，部分大学生缺乏辨别能力与警惕心，社会阅

历尚浅，易被网络谣言所迷惑与利用，对身心造成伤

害。本文以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发生的各类网络谣

言为背景，具体探究在此次舆情中网络谣言与大学生

群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其背后成因，构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群体网络谣言辟谣机制。 

2.双黄连网络谣言演进过程 

2.1.网络谣言萌芽期：主流媒体报道失范造成
误读 

2020 年 1 月 31 日晚，人民日报官微刊登一则《最

新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的报道，报道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武

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

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一报道表述不够

严谨，而报道发出时间又恰逢新冠疫情全面爆发初

期，公众防疫意识正处于紧张时期，引发公众高度关

注，“抑制”一词语意不明，造成群众误读，认为双

黄连口服液能够预防治疗新冠肺炎，引发抢购双黄连

口服液热潮。 

2.2.网络谣言爆发期：社交媒体助推网络谣言
扩散传播 

藉由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便利快捷开放广场式的

社交媒体，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极快。根据微博指数

趋势数据，即使人民日报官微在 31 日晚近 23 时才转

载该报道引起关注，但从 30 日到 31 日，“双黄连”

一词的微指数迅速飙升，从 251 达到了 3511，环比

增长 1298.8%。这说明在短短的几小时里，这一消息

就得到了指数式增长的关注量，传播扩散速度极快。

“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一话题也迅速冲

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位，积累了 22.2 亿的阅读量和

55.8 万的讨论量，舆论在微博上疯狂发酵。当晚，

线上药房双黄连口服液药品脱销，线下药房门口也排

起长队。人们在微博这类开放广场式社交媒体上通过

官方媒体、网友转发等渠道了解到这一信息后，又转

向微信、QQ 这类圈层闭环式社交媒体，将谣言转发

给自己身边的人。这样，网络谣言藉由从开放广场式

到圈层闭环式社交媒体的载体，完成了从“弱关系”

到“强关系”的人际传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谣言

快速进入爆发期。 

2.3.网络谣言消退期：多方辟谣遏制谣言传播 

互联网时代，信息具有更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网络谣言往往在公开讨论中形成，又会在大量信息流

通的过程中被多方的公开表达还原事实全貌。腾讯医

典医学团队在 1月 31日深夜就第一时间发布文章《辟

谣：双黄连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吗？》，对双黄连的

效用发出质疑。随着网络谣言的进一步扩散传播，越

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也开始在社交媒体进行公开辟谣。

多方意见交锋中，事实真相逐步得到还原，公众开始

质疑双黄连口服液对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效

力，网络谣言的影响也开始减弱，根据微博指数趋势

数据，从 1 月 31 日到 2 月 1 日，“双黄连”这一关

键词的微指数从 3511 迅速跌落至 612。就在 2 月 1

日 7 时许，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便发布辟谣消息，呼吁

群众不要抢购双黄连口服液，至此，“双黄连可治愈

新冠”这一网络谣言被官方正式辟谣。从时间上看，

双黄连的谣言从迅速爆发到进入消退期，仅仅不到一

天，生命周期十分短暂。 

3.双黄连网络谣言不良影响 

3.1.影响抗疫进程，干扰疫情防控 

在谣言传播领域，著名学者奥尔波特提出了一个

谣言传播公式“R＝I×A”来揭示谣言传播的基本规

律，R 代表谣言，I 代表信息的重要程度，A 代表信

息的模糊程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疫

情来势汹汹，各类不实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大肆传播，

真假难辨，且这些信息与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

关，公众情绪较为紧张、惶恐，急需一个情绪出口。

在这种突发变动情况下，民众对信息的需求急速扩

大，会去主动关注疫情相关信息，也更容易相信这些

信息。 

关于双黄连的网络谣言，出现在这一背景下，迎

合了公众想要寻求一个有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方案的急切心情，且其由官方主流媒体渠道发出，多

家媒体转发，导致大量群众误信了该谣言，短时间内

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大量人群外出至线下药店抢

购双黄连口服液，导致居家隔离防疫措施执行不力；

出现各别患者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导致病情加重

的案例；甚至还有线上兽用双黄连药物、双黄连月饼

也被抢购一空这种啼笑皆非的案例……双黄连谣言

对疫情防控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物质方面，民众

哄抢双黄连，经济遭受损失，医疗资源也被浪费；健

康方面，双黄连口服液属于普通性病毒感冒药，民众

自行用药可能造成身体健康受损，疫情期间，外出购

药增加了接触感染源的风险。精神生活方面，这一谣

言也加剧了民众的不安情绪，增加了疫情期间民众的

紧张心理，长期积累，容易形成民众的普遍恐慌心理，

不利于防疫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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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破坏主流媒体公信力，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主流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提供信息，

进行宣传，整合社会，沟通多方意见等重要功能，地

位重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公信力是影响主流媒体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所谓

公信力，即是媒体在受众心中的信任度，当受众信任

媒体，则会相信媒体所宣传的内容，如果媒体公信力

下降，即使宣传讲真话，受众也会怀疑。 

而此次的双黄连事件，则极大地损害了主流媒体

的公信力。“双黄连口服液可治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这一网络谣言的起因，就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一条表

述不够科学准确的报道引起了公众的错误解读。而其

作为主流媒体的较高的公信力和较强权威性，使得这

一错误的信息没有及时得到质疑，反而让更多存疑的

民众相信了这一网络谣言。而就在这一谣言喧嚣尘上

时，人民日报第二天清晨又发布与其之前报道相悖的

辟谣提醒，这在民众眼中，无疑是“反转打脸”的新

闻，这时，公众的关切焦点已经从辨别谣言真伪转移

到了质疑主流媒体的媒介素养上来，而相关公司闻声

暴涨的股价，更让许多怀疑“利益输送”、“广告新

闻”的阴谋论大行其道，这些都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公

信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一旦公众开始质疑主流媒体

是否还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主流媒体的宣传效

果就会大打折扣，其公信力也会大大下降。这破坏了

公众的政治信任 ，极不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 

4.大学生群体对网络谣言的认知和应对 

4.1.大学生群体网络谣言接触渠道 

当代大学生作为成长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的“Z

世代”，浸淫在网络和电子产品所形成的虚拟空间中，

其日常生活基本离不开网络。根据线上调查结果，有

55%的大学生每日平均上网时间约达到 5 小时以上。

活跃于微博、微信公众号上的自媒体、QQ、微信等即

时聊天工具是大学生在网上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多达 89.38%的同学选择了这一选项作为自己“网上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些渠道，也是双黄连事件

中网络谣言迅速扩散传播的媒介载体，在线下的访谈

中，多名学生的回答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看到

双黄连口服液和新冠的网络谣言，是在微博热搜上”、

“我是在刷微博时看到了人民日报官博发的消息”。

结合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访谈来看，网络社交媒体已

经成为大学生群体接触网络信息的主要渠道，此次双

黄连舆情事件中，大部分学生藉由网络社交媒体接触

到相关网络谣言。 

4.2.大学生群体网络谣言应对行为 

在舆情中，网络个体对网络谣言的应对行为主要

包括判断辨别、传播和辟谣。在谣言被认定之前，个

体主要对疑似网络谣言的信息进行判断、分辨和传

播；在网络谣言被明确认定为后，个体主要的应对行

为主要为是否主动进行辟谣。 

在双黄连舆情中，在相关网络谣言被明确认定之

前，也就是网络谣言的爆发期，大学生群体对网络谣

言的判断辨别能力较弱。根据线上调查，关于“在这

次疫情中，您是否有被疫情相关网络谣言（如双黄连

可治愈新冠等）欺骗的经历”这一问题，有多达 26.25%

的学生选择了“有过被欺骗的经历”。在线下访谈调

查中，数名被调查的学生中也有 2 名坦言辟谣之前，

相信了双黄连能治愈新冠。可见，虽然大学生群体受

过高等教育，有较好的科学素养，但由于其独立思考

的能力较为匮乏，容易依赖轻信外界权威信息，受骗

的人不在少数。而在被问到，该消息尚未得到确认时，

是否传播过这一讯息，参与访谈的同学无一例外地表

示和身边的同学、家人传播分享过，且多是通过即时

通信 APP 传播。这说明习惯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大学

生们对于新奇且重要的网络信息的传播倾向极高，无

形之中助推了网络谣言的扩散。 

在双黄连网络谣言正式辟谣后，大学生群体较少

主动进行辟谣。在“当您遇到一则您认为是谣言的网

络消息时，您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一问题中，有

多达 26.25%的学生选择了“不采取任何行动”。在

线下访谈的同学中，则只有一名同学表示在辟谣后及

时提醒了家人不要去抢购双黄连。可见大学生群体网

络主体的责任意识不高，较少进行主动辟谣，这不利

于抑制网络谣言的传播。 

4.3.网络谣言对大学生群体的政治信任造成
冲击 

“谣言与政治相伴而生，天然具有政治属性。”

相关研究显示，网络谣言对大学生影响不仅仅停留在

简单的误信欺骗层面，还会影响大学生群体的政治信

任。在双黄连事件中，两家主流媒体虽然在第二日对

自身发布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修正了工作中的错

误。但由于其报道失范的问题直接造成谣言的产生，

并且未在谣言爆发期及时进行正确引导。这无疑降低

了其公信力，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容易造成“塔

西佗陷阱”。 

这一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明显，在问卷调查

中，关于“面对各种来源不明消息的冲击（如双黄连

事件），部分政府部门应对不当的情况，您觉得您是

否陷入了塔西佗陷阱”这一问题，有多达 63.76%的

学生选择了“有时候会”和“完全陷入”。线下访谈

中，也有许多学生表达了在这一舆情中对主流媒体的

失望——学生 W 谈到，“在我一直以来的印象里，这

类代表着国家和政府的主流媒体是十分具有权威性

的，当消息出来时，出于对这类权威媒体的信任，我

觉得可信度很大。结果第二天反转了，我特别失望，

感觉这么大的媒体怎么能闹着玩一样。”学生 C 则说

“我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双黄连能治愈新冠，因为我

的生活常识告诉我一种新的疾病没有那么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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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药物。而且疫情期间经常有各种谣言流传，所以

网络上的消息我觉得不一定可信。看到是人民日报发

的，还是挺震惊的，我觉得这类官方媒体不能像追逐

流量的营销号一样发这种不靠谱的消息。”可见，双

黄连舆情中，官方媒体的把关失范，极大地削弱了政

府的公信力，对大学生群体的政治信任造成冲击，使

得不少大学生陷入塔西佗陷阱，容易产生消极的社会

心态，危害其身心健康。 

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学生群体网络谣言

辟谣机制 

5.1.辟谣核心——明晰的谣言认定机制 

谣言的认定机制，是辟谣的核心机制。抑制谣言

的传播，消解谣言带来的不良影响，最有效的方式就

是向公众指出谣言的谬误之处。在前文关于这次舆情

网络谣言生命周期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当第二天双

黄连相关消息被人民日报辟谣后，其关注度迅速下

降。可见，信息一旦被认定为谣言，其传播力和影响

力就会迅速下降。要建立高效的网络谣言辟谣机制，

就要建立起一个明晰的谣言认定机制，提高辟谣的速

度，减轻谣言的引发的影响。 

当前，网络谣言的认定机制主要有官方核查、专

家科普、本人辟谣、采访求证等。谣言的认定方式较

为多样，涉及多个部门，舆情较为复杂，一旦发生反

转，就会损害权威部门的公信力。因此，需要建立一

个权威辟谣平台来认定谣言，联合多方资源，整合更

多的信源求证，用事实和科学辟谣，及时发布辟谣信

息，提高公信力。 

5.2.辟谣主体——主流媒体做好把关人角色，
多方协同治理 

在信息飞速流通的时代，媒体力量是辟谣的主力

军，在这个信息纷杂，众说纷纭的时代，主流媒体作

为有权威性的官方发声渠道，格外受到群众信任。在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泛滥，主流媒体应当主动

担当起辟谣主体的责任，及时发布辟谣信息，缓解舆

情中公众的紧张情绪，引导舆论导向。同时，主流媒

体作为权威的发声渠道，应做好“把关人”的职责，

加强对信息的审核，审慎对待将要发布的报道，做好

信息的求证考察，及时对自身工作进行自纠自查，避

免发生多次反转，损害自身的公信力。 

同时，在这次事件中谣言的产生和扩散的首要原

因，就是谣言萌芽期主流媒体的报道失范。这说明互

联网时代网络各主体对于主流媒体具有较大的依赖

性。这种依赖使得公众较为盲目地相信权威，缺少多

元信源，会损害公众面对信息的辨别能力。这种情况

下，应该引入多方协同治理机制，积极鼓励网络多元

主体发声辟谣，引导多方媒介力量主动表达求证，在

信息的流通讨论中使其自发被补全，消解网络谣言的

影响力，形成一个多方主体联动辟谣的网络发声机

制，使谣言迅速消解。 

5.3.辟谣关键——培养大学生群体公民意识，
增强谣言免疫力 

构建突发公共事件中大学生群体网络辟谣机制

的关键，要培育大学生群体的公民意识，增强大学生

群体的谣言免疫力。大学生群体处于情绪较为冲动的

年龄阶段，关心社会公共事务，虽然有较好的科学素

养，但社会阅历尚浅，心态较为脆弱，容易受到网络

谣言的煽动影响。反复的谣言舆情，会影响大学生群

体的政治信任水平，使得他们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不利于国家政治安全。要发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思

想引领作用，培育大学生群体良好的公民意识，引导

大学生积极表达，增强网络主体的责任意识，以理性

态度面对复杂思想和谣言的冲击，提高其对网络谣言

的辨别能力，积极主动承担辟谣责任，减少谣言传播，

增强其谣言免疫力。 

6.结论 

“双黄连”事件中，网络谣言对大学生群体影响

不仅仅停留在简单欺骗层面，因为舆情的反转，更削

弱了其对于官方主流媒体的信任，使其陷入塔西佗陷

阱。这更是反映出大学生群体对于主流媒体的依赖和

思想的脆弱性。因此，构建突发公共事件中大学生网

络谣言辟谣机制的关键，是要增强其对网络谣言的免

疫力。同时，要建立明晰的谣言认定机制，主流媒体

做好把关工作，引入多方协同治理，强化多元主体的

发声辟谣意识，形成一个认定明晰，主体多元的科学

网络谣言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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