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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cosystem.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etc., and excavat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reg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co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re rich and divers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re wide, and the form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are diverse, 
which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co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uch	as	single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stablish a more 
complete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ucle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reg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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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普如何协同联动融入区域科普生态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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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核科普如何协同联动融入区域科普生态圈建设。采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核科普资源、
传播渠道和科普活动等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与区域科普生态圈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核科普资源丰富多样，传播渠道
广泛，科普活动形式多样，对区域科普生态圈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核科普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传播内容单
一、传播渠道不够畅通等。因此，需要加强核科普的创新和拓展，建立更加完善的核科普体系，推动核科普与区域科普生
态圈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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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核技术作为现代科技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然而，核技术的复杂性和专

业性也使得公众对其认知存在诸多误区和盲区。因此，核科

普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1]。核科普不仅是传递核知识的手段，

更是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消除核恐慌以及推动核技术健

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论文旨在探讨核科普如何协同联动融入

区域科普生态圈建设，以期为核科普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有

益的思路和建议。

核科普的独特价值和挑战

2 核科普的基本概念和涵盖范围

核科普是指向公众普及核科学知识、技术和应用等方

面的知识，其涵盖范围包括核能、核技术、核医学和核物理

等多个领域。核科普具有科学性、教育性和公共性的特点，

其目的是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认知水平，促进科技与社会

的融合与发展 [2]。

3 核科普在科学普及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核科普在科学普及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首先，

核能作为未来能源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公众关注和争议

的焦点。通过核科普，可以向公众传递科学的核能知识和技

术，消除误解和担忧，促进社会对核能的接受和应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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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作为现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环保、材料

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核科普，可以向公众介绍

核技术的优势和应用领域，提高公众对核技术的认知和接受

程度。最后，核科普还可以促进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通

过开展核科普活动和教育课程，可以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

趣和热情，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 [3]。

4 当前核科普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当前，核科普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首先，随

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发生

了巨大变化。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传播方式和受众需求，提

高科普内容的传播效果和质量，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之一。其次，由于核能技术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公众往往存

在对核能的担忧和误解。如何通过科普工作消除公众的疑虑

和担忧，提高社会对核能的接受和应用程度，也是当前需要

关注的问题之一 [4]。最后，由于核科普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

和技术，需要专业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如何加强师资培

训和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也是

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5 科普生态圈的基本理念和构建原则

科普生态圈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科普工作者、教育

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科普生态系

统。其基本理念是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合作、共同发展。构

建科普生态圈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5]：一是注重科学性原则。

要确保科普内容准确无误，符合科学事实。二是注重教育性

原则。要注重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三是注重公

共性原则。要注重普及公共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认知

水平。四是注重创新性原则。要注重创新科普形式和手段，

提高公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

6 协同联动机制在科普生态圈建设中的作用
和价值

协同联动机制是指通过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合

作与协调，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目的。在

科普生态圈建设中，协同联动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

价值。

首先，协同联动机制可以促进科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科普资源是有限的，但是通过协同联动，可以将各方面的资

源进行整合和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最大

化利用。例如，可以将博物馆、科技馆和科研机构等各方面

的科普资源进行整合，共同开展科普活动，提高科普的效果

和质量。

其次，协同联动机制可以促进科普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通过跨领域、跨区域的合作，可以引入其他领域和地区的先

进理念和做法，创新科普形式和手段，提高科普的吸引力和

参与度。例如，可以将互联网、游戏等元素引入科普工作中，

开发科普游戏和科普网站等，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科普

活动。

最后，协同联动机制可以提升科普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与媒体、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方面的合作，可以扩大科

普工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提高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和接受程

度。例如，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组织合作等方式，开展

大规模的科普活动，提高科普的社会影响力。

7 如何实现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协同
联动

要实现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协同联动，需要采

取以下措施：

建立合作机制。要建立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合

作机制，明确各方的职责和权利，制定合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确保合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

加强沟通协调。要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及时

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和实

施。可以采用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和建立沟通渠道等方式进行

沟通和协调。

实现资源共享。要实现资源共享，将各方面的资源进

行整合和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采用共享平台和

共享数据库等方式进行资源共享。

加强人才培养。要加强人才培养，培养更多的科普人

才和志愿者，提高科普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可以采用定期培

训和交流学习等方式进行人才培养。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入

国际先进理念和做法，提高科普工作的水平和影响力。可以

采用参加国际会议和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等方式进行国际合

作与交流。

8 具体实施措施和案例分享

8.1 加强核科普资源整合和共享，提高科普内容的

质量和传播效果
资源整合：为了提高科普内容的质量和传播效果，首

先需要整合核科普资源。这包括收集和整理相关的核科普素

材、资料和案例等，建立核科普资源库，便于科普工作者和

志愿者进行查询和使用。同时，也需要加强核科普资源的共

享，推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资源

共享和优势互补。

内容创新：在整合和共享资源的基础上，需要注重科

普内容的创新。这包括运用新的科学理念、技术手段和传播

方式，提高科普内容的吸引力和可读性。例如，可以采用动

画、游戏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将核科学知识变得更加生

动、形象、有趣，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和参与。

传播渠道拓展：为了提高科普内容的传播效果，需要

不断拓展传播渠道。这包括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电视和

广播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扩大科普内容的覆盖面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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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也需要注重传统渠道的创新和拓展，如开展科普

讲座、展览和体验活动等，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核

科学知识。

8.2 创新核科普形式和手段，如互联网 + 科普、科

普游戏化等，吸引更多受众参与
互联网 + 科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

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可以利用互

联网平台开展核科普工作，例如建设核科普网站、开设核科

普微信公众号以及开发核科普 APP 等，将核科学知识通过

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提高科普内容的传

播效果和受众参与度。

科普游戏化：游戏是一种能够吸引人们参与的一种娱

乐方式，因此可以利用游戏化的方式开展核科普工作。例如，

可以开发一些与核科学知识相关的游戏、谜题等，让公众在

游戏中学习和掌握核科学知识。同时，也可以将游戏化的方

式应用于其他形式的科普活动中，例如开展一些具有挑战性

的科普实验和竞赛等，吸引更多受众的参与。

体验式科普：体验式科普是一种让公众通过亲身参与

的方式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的一种科普方式。在核科普领

域，可以开展一些体验式的科普活动，例如组织公众参观核

电站和核科技馆等，让公众亲身体验和了解核科学知识。同

时，也可以开展一些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科普实验和演示

等，让公众通过亲身参与的方式学习和掌握核科学知识。

8.3 加强核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科

普工作者和志愿者
专业人才培训：为了提高核科普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需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这包括对科普工作者进行定期的

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和专业水平。同时，也可

以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讲座等活动，加强专业人才之间的

交流和合作。

志愿者招募与培训：志愿者是核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

之一，为了提高志愿者的素质和能力，需要对志愿者进行招

募和培训。这包括招募具有相关背景和兴趣的志愿者，对

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

力。同时，也可以通过举办志愿者活动和给予志愿者适当的

激励等方式，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核科普工作中来。

人才引进与留任：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到核科普

工作中来，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进行人才引进和留任。这包括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和给予合理的薪酬待遇等方式，

吸引相关领域的人才加入到核科普工作中来。同时，也需要

注重留任人才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改善，例如提供更好的职业

发展机会和给予更多的激励等方式留住人才。

9 结合具体案例，分享区域科普生态圈建设
的成功经验和成果

在区域科普生态圈的建设中，一些地区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功经验和成果。下面将结合具体案例，分享这些经验

和成果。

案例一：江苏省科普生态圈建设。

江苏省在科普生态圈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

们通过整合全省的科普资源，建立了一个集教育、科研、产

业、文化于一体的科普生态圈。这个生态圈以江苏省科学中

心为核心，联合全省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博物馆等力

量，共同开展科普活动。同时，他们还通过实施“科普进校

园”、“科普进社区”等活动，将科普内容传播给更多的公众。

案例二：北京市科普生态圈建设。

北京市通过实施“科普北京”计划，建立了一个全面

的科普生态圈。这个生态圈以北京市的科技馆、博物馆和图

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为基础，通过开展各种科普活动、讲座

和展览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同时，他们还通过与

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合作，共同推进科普工作。此外，

北京市还通过实施“科普志愿者”计划，吸引了大量志愿者

参与科普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科普的受众群体。

案例三：上海市科普生态圈建设。

上海市在科普生态圈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他们通过建立“科普上海”平台，整合全市的科普资源，向

公众提供全面的科普服务。这个平台包括线上和线下两部

分，线上部分通过网站、APP 等提供科普内容，线下部分

则通过各种科普活动和展览等形式进行传播。同时，上海市

还通过实施“科普进校园”和“科普进社区”等活动，将科

普内容传播给更多的公众。

以上三个案例的成功经验和成果表明，区域科普生态

圈的建设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协同联动的机制是至

关重要的。通过建立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合作机制，

可以实现科普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科普工作的质量

和效果。同时，还需要不断创新科普形式和手段，吸引更多

的公众参与其中。此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也是推进科普工

作的关键所在 [5]。只有培养更多优秀的科普工作者和志愿者，

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

展望未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科普品牌。

随着全球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核科普事业也迎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科普品

牌，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望和努力。

9.1 提升核科普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核科普交流与合

作，分享中国的核科普经验和成果，学习借鉴国际上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提高中国核科普的国际影响力。

建设国际化核科普平台：通过建立国际化核科普网站、

出版核科普书籍、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等方式，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核科普平台，吸引更多国际受众关注中国的核科

普事业。

加强核科普研究与教育：鼓励和支持国内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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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和企业等开展核科普研究，提高中国在核科普领域的学

术水平和话语权。同时，加强核科普教育，提高公众对核科

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9.2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科普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加入国际核科普组织：积极参与国际核科普组织及其

活动，加强与国际核科普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全球

核科普事业的发展。

共享国际核科普资源：通过与国际组织和科普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共享国际核科普资源，引进国外先进的核科普

内容和技术手段，提高中国核科普的质量和水平。

参与国际核科普项目：积极申请和参与国际核科普项

目，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核科普活动，

推动全球核科普事业的发展。

9.3 创新核科普传播方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核科普品牌
多元化传播方式：除了传统的书籍、杂志和电视等传

播方式，还应积极探索新的传播方式，如网络直播、短视频

和社交媒体等，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品牌化建设：通过打造具有特色的核科普品牌，如“某

核科普大讲堂”“某核科普之旅”等，提高中国核科普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加强品牌推广和营销，扩大品牌的影

响力和覆盖面。

创新内容形式：结合国际核科普的最新趋势和受众特

点，创新核科普内容形式，如制作动画、游戏和虚拟现实等

互动性强的内容，提高受众的参与度和粘性。

国际化传播：通过翻译出版英文版等途径，将中国的

核科普品牌推向国际市场，提升中国核科普的国际影响力和

竞争力。同时，学习借鉴国际上成功的核科普品牌经验，不

断完善和提升中国核科普品牌的品质和影响力。

9.4 为提升全球公众科学素质和推动科技发展做出

贡献
提高公众科学素质：通过开展核科普活动和传播核科

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素养，培养更多的科学

爱好者和科技人才。

促进科技发展：通过推广和应用先进的核科学技术，

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和创新，提升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

争力。

服务社会发展：通过开展核科普活动和服务社会大众，

提高公众对核科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

总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科普品牌需要我们不

断加强与国际组织和科普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创新核科普传

播方式和内容形式，为提升全球公众科学素质和推动科技发

展做出贡献。同时也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完善协同联动机制

下的区域科普生态圈建设，持续加强资源整合共享实现跨部

门跨领域跨区域的协同联动，为未来核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10 结语

通过本研究对核科普在区域科普生态圈中的协同联动

作用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核科普资源

的多样性和传播渠道的广泛性，以及科普活动的丰富性，为

核科普融入区域科普生态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可

能性。②要实现核科普与区域科普生态圈的深度融合，需要

打破传统科普模式的束缚，创新科普方式和方法，以更加贴

近公众需求的形式进行核知识的传播。③政府、科研机构、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的协同合作也是推动核科普事

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展望未来，我们期望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多元、互动

的核科普生态圈，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提升公众对核科

学的认知和理解，促进核技术的安全利用，为科技进步和社

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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