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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傳播新冠謠言 澳洲天空新聞受罰
【大公報訊】綜合BBC、《華盛頓郵報》、《衛

報》報道：傳媒大亨梅鐸旗下的澳洲天空新聞（Sky
News）因發布關於新冠病毒的虛假信息，被視頻平
台YouTube禁止上傳新內容或直播7日。該媒體有 「澳洲
霍士新聞」 之稱，常傳播反疫苗及新冠疫情陰謀論，頻頻
炒作 「實驗室洩毒論」 的澳洲反華記者莎莉．馬克森便為
天空電視台主播。

反華陰謀論搞手 YouTube頻道被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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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輕人1日在倫敦接種新冠疫苗。 路透社

英德擬下月為長者接種第三針

美地方媒體淪造謠機器

▲澳洲天空新聞網女主播馬克森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炒作 「實驗室
洩毒」 。 網上圖片

這項禁令於當地時間7月29日下午開
始實施，根據YouTube的政策，賬號若
在收到3次警告，將被平台永久封禁。不
過，YouTube並未透露澳洲天空新聞發
布了哪些具體違規內容，但表示許多違規
影片已被刪除。

收三次警告將被永久封號
YouTube發言人表示，公司方面已

經根據全球衞生部門的指導，明確制定了
涉及新冠病毒錯誤信息的政策，並防止這
些錯誤信息的傳播。YouTube 「不允許
否認新冠病毒存在的內容」 或鼓勵公眾
「使用羥氯喹或伊維菌素來治療或預防新

冠病毒」 。這兩種藥物皆未有科學證據證
實對治療新冠有效。

澳洲天空新聞則否認自己曾發過任何
不符合平台政策的視頻。其實，從去年疫
情開始，澳洲天空新聞就頻頻發布疫情不
實資訊。澳洲近期疫情反撲，該台知名主
持人瓊斯（Alan Jones）批評疫苗的評
論更引發風波。

7月12日，瓊斯在一檔廣播節目中，
稱 「Delta變種病毒的危險性不及原始病
毒」 並貶低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不少澳洲
政客和媒體批評言論具有嚴重誤導性，天
空新聞被迫道歉刪片。此前，澳洲天空新
聞包括發布有關口罩、封城的陰謀論，其
中一條最受歡迎的影片觀看次數達460
萬，為瓊斯去年疫情高峰期時否認新冠是
大流行病的節目。

《華盛頓郵報》指出，澳洲天空新聞
的YouTube頻道兩年內由7萬名訂閱用戶
激增至186萬，遠高於國營的澳洲廣播公
司和其他任何澳洲媒體，加上隸屬新聞集
團，天空新聞擁有巨大影響力。

旗下女主播炒作「實驗室洩毒」
梅鐸以澳洲報業起家，旗下媒體包括

美國《華爾街日報》、英國《太陽報》、
《澳洲人報》和美國霍士新聞台等。
2016年，梅鐸收購澳洲天空新聞台後便
引入霍士新聞模式，大肆鼓吹種族、移民
和氣候變化的右翼保守觀點節目。

新冠疫情期間，梅鐸旗下的媒體頻頻
炒作反華消息，最早編造 「實驗室洩毒
論」 的澳洲記者莎莉．馬克森（Sharri
Markson）便是天空新聞的主播之一。去
年5月，馬克森在澳洲《每日電訊報》上
發表 「獨家報道」 ，聲稱自己拿到15頁
西方國家政府的 「機密文件」 ，以此佐證
所謂 「實驗室洩毒論」 ，隨後接受霍士新
聞採訪進行炒作。《悉尼先驅晨報》其後
反駁稱，馬克森拿到的根本不是什麼機密
情報，而是一份基於報道等公開信息編撰
的文件，而且可能是有美國駐澳洲大使館
工作人員主動提供。

今年3月，她又在《澳
洲人報》撰文，宣稱 「武漢
病毒研究所3名員工2019年
11月就染疫」 。《衛報》澳
洲版上月揭露馬克森與美國
右翼分子聯手炒作反華議
題。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2日
抨擊，天空新聞 「遵循霍士
新聞模式」 ，有900萬澳洲
人（佔澳洲總人口1/3）通過
YouTube和Facebook在線
收看內容， 「這創造了一個
另類的媒體生態系統，鼓勵
觀眾不信科學、不信事實。
梅鐸從中賺了一大筆錢。」
去年10月，陸克文發起一
項請願，要求政府調查梅
鐸對媒體的壟斷和對政治
的操縱，現已有超過50
萬人聯署。

【大公報訊】綜合《每日電訊
報》、法新社報道：英國將從下月開
始，為3200萬國民注射第三針新冠疫
苗加強劑，主要對象是50歲以上長者
和免疫抑制人士。德國亦計劃從下月1
日起，為長者和高風險人士追加第三
劑疫苗。兩國都有超過50%人口打完
兩劑疫苗。

英國全面解封後疫情反覆，加上
當局憂慮疫苗面對變種病毒有效率下
降，決定最早從9月6日開始向3200萬
長者和免疫抑制人士提供加強劑，每
周平均提供250萬劑。當局計劃與2千
多家藥房合作，最快在12月初完成接
種，以讓最脆弱民眾在聖誕節前得到
足夠保護。

英國政府正對輝瑞、莫德納和諾
瓦瓦克斯等7種疫苗進行實驗，決定會
提供哪些種類的疫苗加強劑，亦不排
除使用 「混合注射」 的方法。這意味
着已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可能會

被注射輝瑞或莫德納加強劑，反之亦
然。還有消息指，英國政府打算在接
種年度流感疫苗的時候，一起為這些
民眾接種第三針疫苗，但具體方案
都將取決於疫苗接種和免疫聯合委
員會（JCVI）的最終建議，以及
疫苗加強劑的實驗結果。

根據法新社1日取得的文
件，德國研究指疫苗防護力會
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下降，政府
亦擔心Delta變種病毒擴散，
計劃從9月1日起為長者和高
風險人士混合注射加強
劑。不論民眾之前曾接種
哪款疫苗，加強劑將會
是輝瑞或莫德納。上
周，以色列已宣布將為
60歲以上已接種疫
苗 的 人 提 供 加 強
針，成為首個推行
這一措施的國家。

▲▲澳洲天空新聞網被禁澳洲天空新聞網被禁
在在YouTubeYouTube上傳內容上傳內容
一周一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公報整理

炒作「實驗室洩毒」

今年3月，世衞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經由動物傳染給人
類， 「極不可能」 是從實驗室中洩漏到外界。頂尖醫學期刊《刺針》7月發表
24名專家聯合撰寫的文章，強調目前沒有任何科學證據支持新冠病毒從中國
實驗室洩漏的理論。

澳洲記者、天空新聞主持人莎莉．馬克森自去年5月起多次在節目中炒作
「實驗室洩毒」 ，並在梅鐸新聞集團旗下《每日電訊報》和《澳洲人報》
上發表溯源 「獨家報道」 、與美國極右翼媒體合作抹黑中國。

淡化病毒危險性

多國科學研究證明，Delta變種病毒是當前傳播力最強的病
毒之一，與水痘相當，且病毒載量比早期毒株高約1000
倍。大多數研究表明，新冠疫苗對於降低感染Delta變種的
重症和死亡率仍有效。

天空新聞主播艾倫．瓊斯7月稱，Delta變種病毒遠沒有
原始新冠病毒危險；若感染染疫，接種疫苗的人比未接
種疫苗的人更容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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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抗瘧疾藥治新冠

無科學證據證實伊維菌素能有效治療新冠。

天空新聞稱，伊維菌素是抗擊新冠的 「神藥」 。報道

事實

炒作寄生蟲藥治新冠

天空新聞稱，有60多年處
方史的羥氯喹十分安全，若
澳洲醫生能用羥氯喹治療新
冠患者，「就不需要封城」。

報道

世界衞生組織不建議使用羥氯喹
預防和治療新冠。臨床研究證
實，這種藥物對降低患者的住院
和死亡風險無幫助，並可能增加
不良反應風險。

事實

【大公報訊】據美國《紐
約時報》報道：除了臉書
（Facebook）等社交媒體成為
反疫苗假新聞的重災區外，美
國的地方電視台、電台和網絡
電台節目也成為傳播反疫苗信
息的另一幫兇。

《紐約時報》調查發現，
早前被非營利機構 「對抗網絡
仇恨中心」 （CCDH）定為 「新

冠疫苗假信息12名
超級傳播者」 之一
的佛羅達州脊醫梅
爾科拉，其反疫苗
文章被地方媒體大
量刊登轉載。例
如，今年3年，亞
利桑那州鳳凰城地
方媒體 「自由鳳凰
城」 和佐治亞州地
方新聞 「亞特蘭大
商業週刊」 不約而
同地轉載了梅爾科
拉聲稱疫苗能改變
基因的文章。一個
月後，這兩家媒體
又同時刊登了梅爾
科拉批評微軟創辦
人蓋茨幕後操縱
世界衞生組織的

新聞。除了刊登文章，這些反
疫苗人士還經常成為地方媒體
的 「專家嘉賓」 ，向觀眾大肆
宣傳假消息，比如新冠疫苗導
致不孕等。

美國全國有1762家地方電
視台、3379家電台、1300家日
報和5900家周刊。根據蓋洛普
在2019年的一份民調，45%的
美國人更相信地方新聞機構的
報道，而相信全國性媒體的媒
體只有31%。對抗網絡仇恨中
心研究員莫蘭稱，民眾認為地
方媒體更熟悉和可靠，但有可
能把假消息當真。

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
學助理教授盧基托表示，地方
媒體是假消息傳播的起點，一
個謠言開始被地方媒體報道
時，其可信度就增加了，最後
就有可能登上霍士或者其他的
大型新聞平台。

但也有地方媒體工作者幡
然醒悟、改變反疫苗立場的。
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地方廣播電
台主持人瓦倫丁原本堅決反對
接種新冠疫苗，還鼓吹聽眾不
需接種，不料他在7月份不幸染
疫，家人則透過聲明改口，呼
籲大眾盡快打針。

▶美國18歲歌手
羅德里戈7月14
日在白宮呼籲年
輕人打疫苗，並
與總統拜登見
面。 網上圖片

白宮招募網紅 助破疫苗假信息
【大公報訊】據《紐約

時報》報道：美國受Delta變
種病毒衝擊疫情大反彈，為提
高年輕群體接種率，白宮招募
50多名社交媒體網紅宣傳疫
苗信息，希望通過其影響力
鼓勵年輕人打針，並藉此
打擊有關疫苗的錯誤資
訊。

根據美國疾病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CDC）數據，在全

美18至39歲群體
中，已完成疫苗接
種的人不足一半。
在12至17歲的民
眾中，約58%人
未接種首劑疫
苗。根據美國
營 銷 機 構
MuseFind的一

項研究，現
在的美國年
輕人更傾
向於相信
在線博主

和主播們的建議，而不是一些
主流明星。

這批「大軍」包括活躍於
Twitch、 YouTube和 TikTok
等串流影音平台的網紅。18
歲美國人氣歌手羅德里戈
（Olivia Rodrigo）更曾受邀
前往白宮與拜登會面。多個州
和地方政府亦有類似計劃，部
分更每月向擁有5000至10萬
名粉絲的網紅支付最多1000
美元（約7800港元），請他
們向支持者推廣疫苗接種。

另外，美國政府也計劃
藉此反擊大量疫苗假信息。
17 歲 的 TikTok 網 紅 蔡 勒
（Ellie Zeiler）6月便收到來
自白宮的郵件，她發布與美國
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
長福奇的視像對話，藉此粉碎
指新冠疫苗會導致不育的謠
言。

不過，面對網絡上聲勢
浩大的反疫苗宣傳，也有一些
網紅選擇不對疫苗發表任何意
見，以避免引發政治化反彈。

▲澳洲天空新聞網
女主播馬克森6月
一檔炒作 「實驗
室 洩 毒 」 的 節
目。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