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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严查麻将馆，60岁以下一律逮捕
搜索次数：9171万
事件热度：★★★★★
传闻：央视新闻报道，从2月25日开始

大检查，所有麻将馆都将查处（包括小区
内），凡是60岁以下的一律逮捕，拘留5天，
罚款500至1000元。

真相：2月25日起，四川、山西等多地网
警辟谣，称该信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谣言，
最早出现于2014年。近年来，这条谣言又
伴随“小长假”反复出现。网警表示：警方查
处的麻将馆都是触犯法律法规、涉嫌赌博
的，娱乐休闲类的麻将馆并不会查处，希望
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传言。

套路：谣言打着央视新闻报道的幌子，
利用群众对权威新闻媒体的信任进行传
播。近年来，不少谣言都是假借官方名义大
肆传播，见到此类消息也要经过核实以后再
转发，莫要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2.70岁以上老人乘机必须开健康证明
搜索次数：6776万
事件热度：★★★★★
传闻：朋友圈出现一条“温馨提示”称，

70周岁（含70岁）至80周岁老人，必须提供
三级甲等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证明原件，否
则机场不予放行，证明内容包括：心电图、血
压、呼吸道。

真相：2月 11日，常州网警辟谣称，此消
息不准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
国内运输规则》，对于老年人乘坐飞机，并没
有年龄上的特殊限制。实际上，各航空公司
的规定并不一样。老年人选择乘飞机出行
前，还需主动查询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做
好出行前的准备。

套路：明面上是温馨提示，实际却是将
不同的航空公司关于老年人乘机的规定断
章取义、移花接木后传播谣言，此类出现“必
须”“一定”“全部”等字眼的绝对化“提示”不
可轻信，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小男孩狂犬病发作学狗叫
搜索次数：4743万
事件热度：★★★★
传闻：网上流传一则视频称，广东英德

一小男孩被狗咬后，狂犬病发作学狗叫。视
频中“患了狂犬病”的小男孩被三人牢牢控
制住，还不停学狗叫。

真相：3月2日，广东省清远网警微博发
布文章辟谣称，该传闻系谣言，当地近期并
未接到狂犬病事发报道。随后，全国多地网
警对此事进行辟谣，称该视频并非发生在当
地。3月8日，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进行辟谣，防疫部门专家表示，狂犬病发作
初期会出现恐水、怕光、头痛倦怠、咽肌痉挛
等症状，最终因呼吸或循环衰竭死亡，不会
出现像狗一样伸舌头、学狗叫的表现。

套路：人们知道狂犬病，但对感染狂犬
病后会出现怎样的症状了解不够。谣言便
利用人们的同情心以及对狂犬病的恐惧心
理进行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一个巨大
的漩涡，让更多人信以为真。提醒大家，出
现涉及医学、科技等专业知识的消息，不要
轻易断定真假，避免以讹传讹。

4.甘南地区出现“漂浮汽车”
搜索次数：4111万
事件热度：★★★★
传闻：网传视频画面显示，两辆汽车在

经过一段路时突然漂浮起来，有消息称，这
是“昨天上午发生在甘南地区的奇特现
象 。当天下午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到场，武
警部队封锁了方圆5公里的地域。”

真相：江苏网警2月5日通过微博辟谣
称，经查，甘南地区国内仅有两个，分别为甘
肃和黑龙江，这两地近期并未发生类似事
件。专家指出，视频中斑马线的消失、有如
空气的电线杆、像纸一样薄的轮胎等漏洞，
暴露了该视频为后期制作而成。

套路：影像图画会增加可信度，人们更
倾向于“眼见为实”。过分关注所看到的“事

实”，就容易忽略事情背后的真理以及细节。

5.雪里有融雪剂，玩雪伤眼睛
搜索次数：1648万
事件热度：★★★
传闻：请家长们告诉孩子，这几天玩雪

的时候，千万别把雪往脸上撒，特别是马路
边的雪，雪里会有环卫处撒的融雪剂，对眼
睛有危害！有孩子的一定要注意！

真相：1月4日，江苏网警辟谣称，“经多
地环卫部门确认，目前使用的为专用环保型
融雪剂，含有专用保护剂，对路面、植物及公
共设施基本无害，且主要在城市干道撒放，
公园、小区、慢车道等都不会投放。”

套路：这类善意的谣言更具迷惑性，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致使家长们主
动转发相关言论。面对这样的谣言，相关部
门不仅要及时辟谣，更要查清源头依法惩
治，而有关部门，也应普及融雪剂等方面的
常识，避免谣言越传越广。

6.免费通行期，ETC车辆不从专用通道
出高速将被扣费

搜索次数：1632万
事件热度：★★★
传闻：春节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期

间，如果从ETC通道进入高速，一定要走ETC
通道出高速，否则系统会认定该车一直在高
速上，将收取全程过路费。

真相：桂林网警提示，在免费期间如果
车辆走ETC通道入口上高速，但从人工通道
下高速，ETC系统将不能完成一条完整的交
易，那本次通行将不会收取车主的任何费
用。当车主下次再上高速时，无论是通过
ETC车道还是人工车道，都会为车主的ETC
卡重新录入当次的入口信息，并自动覆盖上
一次的信息，另行记录行驶信息。

套路：老谣言披新外衣，借着节假日高
速免费通行的由头又出来忽悠人。事关个
人的利益，每次都会有人相信。网民朋友们
可要擦亮眼睛，别被一骗再骗。

7.白酒加水不浑是假酒
搜索次数：1301万
事件热度：★★★
传闻：一段以“白酒加水浑浊和假酒判

定方法”为题的小视频在网络上被大量转
载。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将一瓶白酒与另外
两种知名品牌白酒相比较，通过加水后观察
浑浊现象，指出“浊变的”为粮食酒，“不浊变
的”就是“假酒、化学酒、工业酒、酒精酒”，而
饮用非粮食酒，会导致头痛等严重不适。

真相：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
会早在2017年 4月就发文辟谣称，“加水是
否浊变”不是检验酒质好坏的科学方法和判
定真假白酒的标准。假如在纯酒精中（或以
食用酒精为主体勾兑的白酒中）添加一定量
高级脂肪酸乙酯成分，再加水也一样会浑
浊。所以在成品酒中加水后酒体浊变与否，
与勾调时使用的原酒和生产工艺有关。

套路：通过简单的实验产生两种不同状
态就妄下定论，这样的谣言与“塑料紫菜”

“棉花肉松”如出一辙，标题也经常用煽动性
强的字眼给人造成心理暗示，误导网民。

8.微信付款码截图盗取钱款
搜索次数：939万 事件热度：★★
传闻：一篇《紧急！一张微信截图就能

把你的银行卡刷光！快告诉家里人》的文章
在网络上热传。文中，骗子通过骗取付款码
进行恶意扣款。简单来说，这个骗术就是：
骗子让你把微信付款界面截一张图发给他，
骗子拿到付款码截图后立刻去消费。

真相：2月23日，微信“谣言过滤器”辟
谣称，微信早在2016年已通过技术手段切
断了“将付款码截图发给其他人后被盗刷”
的可能性。2016年下半年微信更新后，一旦
对付款码进行截屏操作，用户就会收到安全
提示，该付款码也随即失效。这意味着用户
截图的二维码已无法被刷款，骗子们也就无
机可乘。

套路：这条谣言是利用人们对网络支付
的认识误区，说出了一种极端的结果，却只
字不提相关支付平台推出的各种防范手段，
夸大了网络支付的危险性。

9.上海公交车上50岁老人暴打8岁儿童
搜索次数：625万
事件热度：★★
传闻：帖子《坏人变老了！在上海某公

交车上50岁老头暴打8岁儿童！妈妈派出
所奋起反击！》在网上热传。

真相：1月 17日，上海警方发布通报称，
该帖文内容纯属谣言，编造该谣言的犯罪嫌
疑人江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33岁
的上海网民江某于1月8日在一个四百余人
的微信群里发布了关于“8岁小学生坐公交
车被暴打受重伤”的信息，后该聊天记录被
转发至篱笆网等网络论坛上。据江某交代，
其出于在朋友圈内博人眼球、引发关注的目
的，杜撰并编发了8岁小学生坐公交车被暴
打受重伤的虚假信息，帖文内容纯属子虚乌
有，江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套路：有的人想要博得别人的关注，就
利用身边的小事或者传闻，结合自己熟悉的
事情添油加醋，虚构出耸人听闻的所谓“事

实”，再配上情绪性的标题，激起大众的愤怒
或同情进行传播。对于这样故意编造谣言
传播的人，一定要依法严惩，给其他造谣传
谣的人敲响警钟。

10.初中生成立反二胎联盟
搜索次数：549万
事件热度：★
传闻：网上热传一张图片，声称“近日，

武汉某中学一帮初二学生组建了一个‘反二
胎联盟’，联盟内现有108名成员，男女各占
一半，缴纳200元即可入会……目前已有大
量‘单身’中小学生希望加入组织”。

真相：早在2016年 1月20日，一个名为
“@洋葱日报社”的微博账号就曾发布过这张
图片。而在该微博账号的自我介绍中，注明

“反正我们的新闻都是假新闻”。所谓的“武
汉中学生反二胎联盟”的传闻，是一条已被
发布过的“洋葱新闻”（以幽默手法炮制的假
新闻），今年这条恶搞旧闻被再次“炒冷饭”。

套路：本来是恶搞，不料被人越传越变
样，成了让人啼笑皆非的谣言，又因内容与
国家政策相关，引得人们信以为真，公众在
进行信息传递的时候千万注意仔细甄别，核
实以后再传播，避免“谣言惑众”。 （张媛）

朋友圈的温馨提示可能是套路
谣言打着权威媒体的旗号，“善意提醒”具有迷惑性，部分造谣人被刑拘

据《法制晚报》报道，日前，一则小男孩被
狗咬后，狂犬病发作并学狗叫的视频在各种
宝妈群里疯传，引发妈妈们的同情，但是，这
件事竟然是假的……2018年第一季度，不少
人又被谣言“套路”了一圈。日前，百度发布
搜索排行前十名的谣言盘点，不少市民关注
的“新闻”都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