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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为高校医学图书馆积极参与健康类虚假信息治理工作提供依据。方法／过程 分析健康
类虚假信息产生的原因及高校医学图书馆参与治理的基础和优势，探讨高校医学图书馆参与健康类虚假信

息治理的途径。结果／结论 参与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不但是高校医学图书馆的社会责任，也是其发展的新机
遇，应尽快建立以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为目标的高校医学图书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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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期间，虚假新闻频发，美国图

书馆界开始参与虚假信息治理。《２０１７美国图书馆
协会白皮书》列举了图书馆参与虚假新闻治理的措

施，包括网络研讨会、图书馆指南和资源、媒体、

拓展阅读材料等［１］。此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发布了关于如何辨别虚假新闻的指南，并于 ２０２０
年更新该指南［２］。美国俄勒冈大学图书馆在网站上

发布了 “虚假新闻与信息素养”指南，并以此为主

线开展信息素养教育［３］。

２０１８年我国研究者开始关注图书馆参与虚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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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治理的问题，将美国高校图书馆参与虚假新闻治

理的经验介绍到国内［４］，探讨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图

书馆防范虚假新闻的作用［５］、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参

与虚假新闻治理的情况及价值研究［６－８］。

“科普中国———２０２１年度科普推选活动揭晓盛

典”公布了２０２１年１０大科学辟谣榜，前９条均与

健康有关。其中 “‘０蔗糖’就是无糖”“用乳铁蛋

白牙膏能杀死幽门螺杆菌”“一孕傻三年”“核技术

灭蚊对人体不安全” “减肥应该拒绝吃主食和油”

及相应真相解读分居前５［９］。可见健康类信息已经

成为我国虚假信息的 “重灾区”。

目前我国已经成立监控虚假信息的机构，国家

层面有中央网信办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

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企业层面有腾讯公司微信安

全中心，还有很多社会机构积极加入治理虚假信息

的行列，但是仍缺乏专门针对健康类虚假信息的机

构。关于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参与健康类虚假信息

治理对策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２　健康类虚假信息的概念与类型

健康类虚假信息是指与健康有关的临床证据缺

乏或不全面的信息。在新媒体时代，健康类信息的

传播方式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外，移动

端成为主要途径，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已成为公众了

解健康类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健康类虚假信息主要

有两类。第 １类是健康类假信息，即缺乏科学依

据、完全违背临床证据，如 “高血压、糖尿病可以

停药”“牛奶是给牛喝的，不是给人喝的”。第２类

是健康类失实信息，即有一定科学依据和临床证

据，但是不准确、不全面，容易产生误导，如 “低

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等。

３　产生健康类虚假信息的原因

３１　信息源方面原因

３１１　健康类虚假信息关注度高　健康类信息贴

近受众生活，因而相较时政、娱乐、科技等信息，

容易得到更高的关注度［１０］，传播速度也更快，从而

可以给健康类虚假信息制造者带来更多利益。因

此，健康类信息是虚假信息的 “重灾区”。

３１２　追求经济利益　一些所谓的专家利用公众

渴望健康的心理，通过健康类虚假信息提高关注

度，进而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例如，某养生专家

花费１００万元对其著作进行营销宣传，该书上市６

个月销量突破３００万册，吸引大量患者问诊咨询；

另一养生专家曾提出 “牛奶是给牛喝的，不是给人

喝的”的观点，其著作印刷６０次，销售６０万册。

３１３　追求报道效果　在参与健康类电视节目录

制时，受时间限制，医学专家往往较难将疾病相关

知识阐述透彻，科普内容不够全面。例如，某医学

专家在医学节目中，提出 “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

怕”的论点。由于时间限制，并没有将高血糖的危

害介绍清楚，使观众认为低血糖更应加以重视，而

忽视了高血糖的危害。从而造成 “低血糖比高血糖

更可怕”这样一条信息的产生和传播。

３１４　个别自媒体平台片面追求点击量　在自媒

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缺乏经过严格训

练的专业人士和工作人员的审查。一些自媒体平台

为了提升流量，发布所谓的夺人眼球的健康类虚假

信息。例如，某微信公众号中曾经广泛传播 “自来

水含氯，用生水煮食物会致癌”等虚假信息［１１］。

３１５　从业人员缺乏医学知识　做好健康类信息

报道需要丰富的医学知识。如果从业人员缺乏医学

知识，很容易在报道健康类信息过程中出现错误。

例如，在一些健康类信息中不时会出现 “淋巴癌”

“支原体病毒”等不准确的概念误导受众。

３２　传播过程方面原因

３２１　碎片化阅读　随着自媒体发展，碎片化阅

读时代已经到来，阅读内容的散乱性、阅读时间的

零碎性［１２］，令读者很难完成系统阅读，有可能导致

获取信息混淆、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虚假信息

的产生。

３２２　传播信息不完整　在自媒体时代，读者看

到的信息往往是通过网络搜索之后复制、粘贴、链

接和批注产生的组合体［１３］，可能造成传播信息不完

整，甚至关键信息丢失，从而产生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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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受众方面原因

３３１　受众存在恐慌心理　对某种疾病的恐慌心

理有可能加速健康类虚假信息在受众之间的传播。

例如，个别自媒体利用公众对癌症的恐慌心理传播

“微波炉致癌”等健康类虚假信息。

３３２　受众缺乏基本医学知识　部分受众因缺乏

基本医学知识，较难鉴别信息内容的科学性，可能

轻信如 “牛奶是给牛喝的，不是给人喝的”这类健

康类虚假信息。

３３３　受众信息素养水平不高　目前，很多健康

类虚假信息来自于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及个人微

博，而信息素养的欠缺使受众无法找到高质量信息

源，缺乏对有效信息的甄别能力，进而造成健康类

虚假信息传播。

４　高校医学图书馆参与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
的优势

４１　人员条件

高校医学图书馆拥有一批具备医学知识、信息

检索和鉴别分析能力、信息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此类专业图书馆员不但可以依靠专业知识甄别

部分健康类虚假信息，还可以通过检索相关数据对

虚假信息进行分析。

４２　信息资源

高校医学图书馆拥有丰富全面、高质量的医学

信息资源，包括权威教科书、临床指南、学术论文

等，可以便捷地检索获取大量临床证据。这些证据

将有助于甄别健康类虚假信息，提供正确信息。同

时，高校医学图书馆与医院专家保持良好关系，可

以听取专家意见辅助甄别健康类虚假信息。

４３　服务定位

在数字化时代，高校医学图书馆在保证原有服

务基础上，应发挥最大社会价值，拓展服务对象，

为促进公众健康提供一系列扩展性、特色性、个性

化、公益性的服务［１４］。

５　高校医学图书馆参与健康类虚假信息治理
的途径

５１　信息源角度

５１１　设立专职或兼职岗位　建立健康类虚假信

息甄别机制，如设立专职或兼职参与健康类虚假信

息治理的岗位，由具有医学查新经验的馆员担任。

充分发挥查新图书馆员医学知识丰富、检索能力

强、对信息敏感的优势。

５１２　建立甄别健康类虚假信息的流程　由具有

医学专业背景的图书馆员浏览各大微信公众号、微

博、网站、微信朋友圈，以及其他传统媒体的热点

健康类信息，初步筛选出有可能存在虚假内容的健

康类信息，通过在各类医学数据库中检索、向医学

专家咨询等方式对其进行甄别，经过讨论后确定需

要干预的健康类虚假信息。

５１３　分析健康类虚假信息　通过对健康类虚

假信息进行分析，确定关键词检索文摘和全文类

数据库，查找与该虚假信息相关的期刊论文。根

据健康类虚假信息涉及的疾病，查询循证医学及

综合类数据库，找到医学图书或循证医学资源涉

及该信息的证据。整理各类数据库查询到的资料，

针对该信息总结需要甄别的问题，并咨询相关专

家。根据检索文献数据库、事实型及循证医学数

据库的结果，综合医学专家意见，撰写健康类虚

假信息研究报告，内容包括虚假信息涉及的疾病、

药物等基本信息，以及所涉及的正确信息、错误

或者不全面信息、循证医学相关信息、权威专家

解读等。

５１４　发布健康类虚假信息分析成果　可通过设

立专门平台加大对正确健康类信息的宣传力度。高

校医学图书馆可考虑针对健康类虚假信息治理申请

专门的自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官

方主页等。撰写适合在多种媒体上发布的宣传稿

件，力求浅显易懂、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内容包括

虚假信息样本、正确信息等。同时积极联系学校、

相关媒体，促进宣传稿件转载，扩大影响力。

５１５　与其他虚假信息治理机构建立互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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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央网信办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统筹协调全国互联网违法和不

良信息举报工作的机构。高校医学图书馆完成健康

类虚假信息研究报告后应报送该机构，发布在国家

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百度辟谣、微信安全中心

都是互联网公司专门设立的辟谣平台，高校医学图

书馆可以与其合作，发布健康类虚假信息分析成

果，扩大影响力，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５２　受众角度

５２１　信息素养课　高校医学图书馆可以从信息

素养课入手，在传统的以数据库资源利用为主的教

学内容基础上增加信息评价、媒体素养等方面内

容［１５］。介绍信息评价方法、已有各类评价体系和工

具，分析期刊、报纸、政府文件、微博、微信等信

息源的特点。可以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并通过调查问卷加强学生分析、甄别不同来源

信息的实践能力。通过以上方式引导学生学会辨别

各种来源的信息，特别是自媒体信息的可靠性。此

外，还可以鼓励学生将学习到的甄别虚假信息的相

关知识分享给家人，使更多人提高甄别虚假信息的

能力。

５２２　深入社区　高校医学图书馆应深入社区，

通过开办讲座、制作展板等方式向居民宣传常见的

健康类虚假信息和各大虚假信息治理平台，推荐高

质量健康信息源，提高居民辨别健康类虚假信息的

能力。

６　讨论

６１　参与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是高校医学图书馆
的社会责任

　　目前虚假信息充斥各类媒体，已经影响公众正常

生活、干扰社会稳定。尤其是老年群体缺乏科学指

导，容易被健康类虚假信息所迷惑［１６］，甚至因此而

耽误病情、影响健康。我国公办高校经费一半来源

于政府［１７］，应承担社会服务责任。健康类虚假信息

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高校医学图书馆拥

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和各类数据库，以及专家资

源，在健康类虚假信息治理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应

积极参与，为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６２　参与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是高校医学图书馆
发展新机遇

　　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迅速发展，传统图

书馆读者越来越少。加之开放获取运动的兴起，读

者甚至可以在网上获取许多免费文献［１８］。随着政策

变化，很多课题申请已经不需要查新，高校图书馆

查新业务日渐萎缩［１９］。参与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是

高校医学图书馆发展的一次新机遇。美国高校图书

馆的实践经验证明［２０－２１］，高校医学图书馆可以在

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领域发挥积极作用。高校医学

图书馆应积极建立甄别虚假信息机制，建设虚假信

息治理平台，与社会各方治理机构合作，完善信息

素养教育，在健康类虚假信息治理领域发挥应有的

作用。

６３　建立以治理健康类虚假信息为目标的高校医
学图书馆联盟

　　单所高校医学图书馆的力量相对薄弱，能够分

析的健康类虚假信息数量有限。建立以治理健康类

虚假信息为目标的高校医学图书馆联盟，推行长效

机制，整合多家高校力量，建立统一的健康类虚假

信息治理平台，按不同类别分析、甄别虚假信息，

按照统一标准撰写虚假信息分析报告，从而提升影

响力，进一步提高健康类虚假信息治理效果。

７　结语

本研究分析高校医学图书馆参与治理健康类虚

假信息的基础和优势，探讨高校医学图书馆参与健

康类虚假信息治理的途径，今后将进一步进行实证

研究。高校医学图书馆应积极参与治理健康类虚假

信息的实践工作，探索有效的途径并对其进行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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