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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涉及上海疫情的视频都是谣言！上海辟谣平台整理“捉
谣宝典”

mp.weixin.qq.com/s/xWpZSJHNNBgihfOshpsJ_w

任翀 郑朕 上海网络辟谣 2022年04月09日 13:43

连日来，上海辟谣平台澄清了不少与上海相关的视频谣言：例如，“上海‘大白’持枪上岗”的
视频其实拍摄于缅甸；“上海居民冲出小区购买物资”“上海桃浦二村上钢板封控导致耽误救
火”等均拍摄于外省市，与上海近期的防疫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每天仍有很多网友为
上海辟谣平台提供线索，希望求证某个视频的真伪。部分网友提出，都说“有图有真相”，视
频更是“有图有声音”，可部分视频内容看起来不太靠谱。核查结果也证明，网友的“预感”是
准确的。

为什么“有图有声音”的视频仍旧靠不住？上海辟谣平台结合部分视频谣言，梳理了一份“视
频捉谣宝典”，希望提醒网友，视频传播并不可靠。同时，也希望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短
视频平台能加大审查力度，不要成为谣言的温床。

谣言

有封控小区发生骚乱？

真相

假声音配真画面

近日，圈群时不时出现“封控小区发生骚乱”“有居民聚集引发纠纷”等内容的视频，有些视频
还配有语音介绍，表示“拍摄于上海**小区”。

上海辟谣平台近日就浏览到这样一则视频：镜头里，上海某小区门口有几位“大白”和居民；
画外音是“外面发生什么了？这么吵？”还伴随着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和争吵声。难道，某小区
在封控管理期间真的发生骚乱？其实，细心的网友已经注意到，视频下方的声音来源与视
频发布者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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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画外音是“外面发生什么了？这么吵？”但其实声音来源并非发布者。
 还有一些视频更是连画面都不是拍摄于上海，画外音却生搬硬套，表示视频介绍的是上海

某地发生的事情。例如，近期有视频称浦东潍坊四村、五村出现人员聚集，但部分居住在
视频标注小区的网友主动辟谣，视频画面中的小区环境与事实相差甚远，小区也没有类似
的人员聚集事件。

剪辑过视频的人都知道，可以为画面进行后期配音，很多短视频平台更是为配音提供了便
捷的方式：当用户觉得一条视频的配音很有趣时，可以直接使用这段声音搭配自己的画
面，制作一条全新的视频。这本是制作短视频的乐趣之一，如今却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误
导公众。

要识破这类视频谣言并不困难：一方面，可以查看一下视频画面与音频的同步性，部分剪
辑的声音与画面并不匹配；另一方面，要注意视频完整性，剪辑类的视频通常不能完整介
绍事件全过程。

 

谣言

上海“大白”持枪上岗？

真相

开局有画面，故事全靠编

视频谣言还有一个共通点：用文字来解读画面。这类视频谣言可能带有同期声，但同期声
往往比较模糊，让观看者不能获得更多细节。于是，造谣者看似“贴心”地利用文字来解读画
面，结果就是“开局有画面，故事全靠编”。

例如，近期有数段“上海‘大白’持枪上岗”的视频在圈群流传较广，多名身着白色防护服、持
有枪支的人员似乎在巡视排队民众。传播者有的用文字、有的用画外音介绍，该视频发生
在上海，是持枪警察在维持核酸检测秩序。但经上海辟谣平台核查，该视频拍摄于缅甸佤
邦地区，与上海没有任何关系，造谣者故意用文字和画外音误导公众。

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一段“人员聚集进行核酸检测”的短视频。同样的视频，有的标注
是“浦东高桥地区做核酸”，有的是“宝山顾村核酸检测混乱”。但浦东高桥和宝山顾村均表
示，该段视频拍摄场景不在辖区内，相关地区近期做核酸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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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区近期做核酸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从梳理看，在全国各地澄清的视频谣言中，将“甲地视频套用在乙地”、将“之前视频转称为
当下”的情况并不罕见。由于这类谣言的画面和声音都是真实的，所以迷惑性较高。不过，
网友仍可通过细节辨别：第一，发布渠道是否可靠；第二，通过人物的方言、穿着、文字
表达习惯、气候情况、地理环境等，判断视频拍摄地是否为文字或画外音的标注地。

 

谣言

浦西地区开始消毒？

真相

新闻画面移花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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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辟谣平台发现，新闻画面也被造谣者利用，通过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方式进行造
谣。

近期一则“上海将停止团购”的谣言就使用了“上海发布”转播上海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的
直播画面截屏；另一则“上海浦西地区消毒正式开始”的视频谣言，使用了一段新闻报道中消
毒车并排喷洒消毒剂的画面；还有部分介绍并不科学准确的“防疫妙招”，以及造谣“专家表
示疫苗无效”的视频，均引用了部分新闻画面，有些视频还保留了相关电视台的台标，强
调“权威出处”。

乍一看，这类视频似乎很难识破。但只要多花一点功夫，也能发现端倪。上海辟谣平台在
核查时，通常会根据画面信息，确认相关视频的播放单位、播放时间，再通过节目回看等
方式，看一看完整的新闻报道究竟是什么。如此追根溯源，不论是移花接木，还是断章取
义，均可水落石出。

 

谣言

上海孩子没饭吃了？

真相

亲身讲述未必真实

 

上海辟谣平台还注意到，短视频平台上有一类“自述型”视频：视频者或是正对镜头讲述自己
的经历，或是用同期声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类看起来是直播的视频让部分观看者对内
容产生信赖感，殊不知正是别有用心者营造信任感的伎俩。

 

例如，有一段视频是拍摄者将一个空饭碗翻来覆，讲述着“上海封控了，家里没吃的了，孩
子们快饿死了”之。从头至尾，讲述者没有露面，也没有展示讲述环境。经上海辟谣平台核
查，该拍摄者根本不在上海，只是根据上海近期部分地区出现“采购难”的问题，自编自导了
这段讲述。

 

拍摄者根本不在上海。
 

还有些“自述型”视频则带有博眼球、博流量的目的。例如，有网友在讲述“上海封控后的生
活”时，展示了带有整只家禽、数十斤肉、整袋大米等农产品组合照片，称这是他收到的爱
心大礼包，价值上千，并表示他在上海封控期间吃喝不愁。但上海辟谣平台核实发现，上
海没有发放过类似规格的“大礼包”，即便是个人采购的生鲜套餐，普遍定价也在200元左
右。从该网友在视频中的介绍看，他恐怕是在故意编造故事，讽刺部分市民遭遇“采购难”，
以上行为存在寻衅滋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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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网友也不能轻信“自述型”视频。
尤其是对那些介绍情况时模棱两可、事
实细节模糊，却明显带有煽动情绪
的“自述”，更要提高警惕，不轻信、不
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