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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以来，公众对科学知

识的渴望，前所未有地旺盛。然

而，高层次科普人才短缺，无法满

足公众的巨大需求。可喜的是，在

科技界成长起来的一些科普达人，

正在逐渐肥沃的科普疆域中，策马

奔腾、自由驰骋。

2022 年的最后两天，多场科学主题活动在

多平台同步吸引着流量。

北京市科协主导的“2023 科学跨年之夜”专

场，力邀多位院士和中外科普达人共同奉献了 2

小时的科学盛宴；中国科学院 2023 跨年科学演

讲，多位科学家接力在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的直播

长达 15个小时；知名泛科技网站果壳网，邀请多

位知名科学家深情致信未来……

科学家，生活中曝光强度并不高的硬核群

体，正从容地走出实验室、自信地走进演播厅主

动引领科学走向大众。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各类主流媒

体和社交媒体知名账号的主创人员中，真正拥有

科研工作背景和多媒体文本创作能力的科普专

家少之又少，高层次科普人才仍较短缺，无法满

足社会公众的巨大需求。

可喜的是，在科技界成长起来的一些知名科

普达人，正努力以更多创新的形式跨出科研圈，

在逐渐肥沃的科普疆域中，策马奔腾、自由驰骋。

科普产品供需是否对等？
“两翼齐飞”有待进一步落实

新冠疫情以来，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前

所未有地旺盛。

随着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逐渐加深，人

们在官方发布会、主流媒体和其他媒介的多渠道

资讯中，也自发地跟随疫情演进，开启了一场长

达三年的病毒生物学启蒙。

对防疫知识供需两旺的结果是，增强了我国

公众战胜疫情的勇气。同时，人们的精神家园

里，也增加了一种危机来临时“向科学要答案”的

恐慌“免疫”机制。

来自科技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

科普专、兼职人员数量为 182.75 万人。其中，中

级职称及以上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普人

员共计 111.55 万人，比 2020 年增加 9.47%，占当

年科普人员总数的 61.0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两翼齐飞”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魏红祥，2022 年参与了多个国家部委关于落

实“两翼理论”的座谈。“国家层面确实越来越重

视科普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当前机制设计、

资源配置已相当优化。”魏红祥说。

特别是，“全民科普、科普全民”

的概念，正逐步变成现实。

从各类科技场馆的建设

与开放，到全国科技周等

知名活动的连年成功举

办，再到如今科学家联

手大众媒体影响寻常

百姓家……

这一切，其实距

离 2007 年魏红祥主动

提出给孩子所在的北

京海淀某知名小学开设

科学家进课堂课程，也仅

仅过去了 15年。

坚持 15 年做科普的魏红

祥，在业内被公认为是特别有创意、

特别有人脉的科学家型科普达人。但他仍然感

到，“这个圈子其实很小，活跃的总不过两三百

人”，真正持续在做且有影响力的，更是不超过科

学家总数的 3%—5%。

科普界和公众感受到的是，我国科普事业总

体上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两翼理论”要落到实

处，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如果公众感觉还不够满意，我认为是件好

事。”魏红祥向科技日报记者分析道，这说明需求

仍然是旺盛的，有利于刺激供给方提高科普专业

度，专注于到达率。

谁来做科普更合适？
科研机构、科普平台还是科普大V

既然公众对科普的需求是旺盛的，国家对科

普事业的引导也是正向的，那么，科普工作究竟

应该由谁来做，才能通过优质的内容和产品向公

众传播科学知识，传递科学价值观，助力全民科

学素质建设？

多次参加科普座谈会的魏红祥听到多种

观点。

一种是希望促使更多人参与科普，人多力量

大，科普产品多，由此一来优质的科普作品一定

会出现；另一种是让有专业背景的人来做，哪怕

没有流量，但传递的知识一定是正确且严肃的。

圈内原来有一种偏见，认为搞科普的科研人

员，多数是科研搞不下去了。但在中国科学院物

理所，多数人会告诉你，“此言差矣”。

能把高深的物理学知识，用小学生能听懂的

语言讲出来，这对于科研工作者向同行介绍自己

的工作也大有裨益。

当年被魏红祥拉着去做小学科普课的初创

团队，其中一位调任某大学副校长，另一位被任

命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还有一位成为某大型

科学装置的负责人。

正是因为在众多科研骨干的坚持努力下，中

国科学院物理所成为了一个资源不断产生“聚

变”、形式不断创新、主力始终年轻化、影响力不

断破圈的科普策源地。

魏红祥认为，以科学家群像和单位品牌整体

出圈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在所领导支持下，科普

团队始终保持原生动力，他们拥有宽松包容的环

境，沉浸创新并享受其中。

果壳网 CEO 姬十三（笔名，本名嵇晓华）也

表示，这些年来，果壳网作为科学文化平台，之所

以能够受到用户的喜爱，关键在于坚持用产业运

作的方式，践行“让科学流行起来”理念。

作为商业科普平台，如何能保持足量的内容

产出，并坚持内容的正确性？

果壳网的核心模式在于，联络了上万名科研

工作者、包括各学科专家在内的科普作者近千

名。各频道和学科的几十位专职编辑分头负责

联络这些科研工作者，并对他们的科普文章进行

编辑使之符合用户阅读习惯。

这从侧面也印证了，科研人员如果热心科普

事业，又有专门的平台和编辑与之产生良性互动

与合作，他们将更有动力、并能更持

久地从事科普工作。

品 牌 下 各 平 台 账 号 总

计 3000 多万的用户，是果

壳网坚持“让科学流行

起来”理念的责任来源

和强劲动力。

姬 十 三 是 2021

年由知名科技公众号

“赛先生”发起、科学

家群体评选出来的首

届“赛先生”科学和医

学公共传播奖两位获奖

者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凝聚

了一大批有专业背景的人长期

坚持做科普，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

效应。

与科研机构不同的是，以果壳网为代表的商

业科普平台，最难的是需要稳定一支足够专业的

编辑队伍。

“最近三四年，我们的编辑队伍逐渐稳定下

来，很多编辑还获得了科技传播专业技术的中级

及以上职称。”姬十三对记者说。

随着抖音、视频号、B 站等短视频社交平台

的兴起，中国科协和各地科协等组织，与新兴媒

体平台合作，不断策划各类科学主题活动，发掘

并鼓励各类科普工作者，在新兴媒体上提升科普

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些科学家背景的科普达人逐渐走红并

“火”出圈。

科普公众号“不刷题的吴姥姥”的博主吴

於人，是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她的公众号佳作

频出，晦涩的物理公式、深奥的物理现象、高不

可攀的大科学装置，在吴姥姥的一番操作和讲

解下，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小观众们有种豁

然开朗的感觉。

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博士实验室的英

国籍化学家戴伟已经在中国任教和生活了二十

余年。他一直尝试用最有趣的实验、最流行的平

台来传播化学知识，从而成为科普圈极具辨识度

的外国专家。

科 普 大 V 中 ，不 乏 刚 走 上 科 研 道 路 的 年

轻人。

清华大学化工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毕啸天也

是一名 B站科普 UP主，其“毕导 THU”的账号拥

有 496.8万的粉丝。他用年轻人熟悉的语言和幽

默的表达方式，把一个个复杂的理论讲成浅显的

故事，每期短视频，如“指甲断裂学”“蒸笼传热

学”“沙漏动力学”等都让粉丝欲罢不能，生活中

的科学现象经他一解释变得既简单、又生动。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毕业生唐

骋，从研究生二年级开始就给果壳网写科普文

章，有些他以为信手拈来的稿子需要来回修改好

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坦言：“科普的难度一

点不亚于科研。”

2018年，克隆猴“中中”和“华华”诞生，唐骋全

力以赴接下科普宣传任务。面对毕业后的选择，

他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

的建议，和同样学生物学的妻子一起开起了“夫妻

店”，成为 B站科普 UP主。他们共同开设的科普

账号“芳斯塔芙”现在粉丝量已达282.9万。

其实，不论科普的主体是科研机构、科普平

台还是科普大 V，在魏红祥看来，科普产品“流量

就是判据”，另外两项分别是“准确度高”和“喜闻

乐见”。毕竟，“科普的意义在于尽力影响更多

人，让更多人能够听到声音并关注科学话题”。

科普人应具备什么特质？
爱分享、有创意、能坚持、不说教

魏红祥始终认为，做科普一方面是出于社会

责任，但自身的原动力应该是最先要被发掘的。

当年创建微信公众号“中科院物理所”本意

就是做个纯科普的公众号。

其中，该公众号几个专栏如《问答》《正经说》

互动性极强。每次后台整理出来的读者提问，都

会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等专业团队认认真真地回答。

这种深耕细作，很大程度上来自读者、受众、

其他合作伙伴方的“正反馈”。魏红祥认为，“能

做出让粉丝感兴趣的东西，就会有成就感和满足

感。”公众号每一期稳定的阅读量让作者体会到

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姬十三回忆：“高中时我看了一系列科幻作

品，特别是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这些作品仿

佛为我人生打开了一扇门，促使我大学报考专业

时坚定地选择了生物学。”

大学期间，对文学创作同样感兴趣的他，总

是去旁听文学专业的课。2010 年博士毕业后选

择创建果壳网，也是源自想要创作科普作品的浓

厚兴趣与让更多人参与分享的热情。

“到果壳网上写科普文章的科研工作者，都是

比较爱分享的人。”姬十三说，随着博客、微博、微

信公众号、短视频等传播形式的出现，将科普文章

以更多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成为可能。

果壳网坚持以企业的方式运作科普事业，

“重点是将科普产品化”。他们关注科普文创产

品、儿童教育产品的实物生产，还积极参与全国

各地科技节展览的创意策划。姬十三比较自豪

的是，果壳网团队参与创作了上海天文馆的图文

系统。

以笔名“菠萝”闻名的科普达人李治中，跟记

者分享了发现自己具有科普天赋的一段往事。

他在美国读研究生时，陌生的年轻人凑在一

起，租车去同一个目的地玩。车上无聊，大家免

不了互相介绍自己的专业。

结果，一路下来，好几个小时，都是他在讲述

生物学内容。“我突然发现自己很能讲，我讲的知

识点他们还特别爱听。”他说。

但走上科研道路的缘起，是母亲罹患乳腺

癌。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他奔赴美国杜克

大学攻读癌症生物学。毕业后，他选择进入知名

药企诺华继续研究抗癌药。

然而，回国探亲时，用中文搜索癌症治疗相

关信息时，他发现仍有很多误区，大量错误信息

被广泛传播，病人家属对国外最新进展和成果的

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

从2013年开始，李治中以“菠萝”为笔名，向更

多癌症患者和家属普及与癌症有关的科学知识。

2018年 9月，李治中在网络视频节目“一席”

发表主题演讲《癌症的真相》，介绍了癌症研究的

现状、治疗的革命性发展，并分析指出了大众对

癌症的诸多认知误区。

腾讯视频的官方数据显示，这场主题演讲的

播放量已超过 9700多万次，成为“爆款”。“菠萝”

一跃成为著名癌症科普网红。

在李治中看来，科研人员转型做科普，最容

易跌进所谓的“专业”陷阱。一旦急于在科普的

过程中展示自己，就可能陷入“说教”，效果就会

大打折扣。

《癌症的真相》主题演讲之所以在多平台持

续让受众津津乐道，除了演讲者娓娓道来的讲述

风格、内容专业性与权威性，更在于演讲者传递

出的强烈同理心。

“科学家搞科普之所以会被认为生硬和高

傲，是因为没有认真了解自己的科普对象，所以，

一定要避免做带有家长气质的教育家。我们做

垂直领域的癌症科普时，就是要俯下身去，真正

理解癌症病患和家属的诉求，认真倾听他们的声

音。”李治中说，为此，他经常会深入到各种病友

群中，了解他们最近关心什么话题。

他对记者说，自己很崇尚科普达人、科普账

号“混子曰”创始人、漫画科普作者陈磊对科普的

诠释。

在 2022 年 8 月举行的首届上海科技传播大

会上，科普达人陈磊说，科普不是要让所有人都

吃到最大、最好吃的“苹果”，而是把这棵树修剪

一下，把它的品种改良一番，让更多的人能够尝

到“苹果”的滋味。

科普力量该如何挖潜？
科研机构是富矿，青年人未来可期

科学家群体越来越清楚科普是其作为科研

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一。但是，在繁重的科研工

作之余，如何更高效地参与科普工作？这似乎成

为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

从魏红祥 15 年的科普之路看，科学家群体

大概率是不会自发主动地站到屏幕前做科普的，

因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自身的特质决定了

他们更喜欢多做少说，不太会因为谁振臂一呼，

就蜂拥而上。

但魏红祥有自己的办法。他曾策划了《科学

家讲中学物理》系列视频课程，一共 30节。根据

课表，结合他对所里研究人员的了解，他直接给

这些科研人员排课。

“所有被我‘找上门’的科学家，都反馈说，那

就试试吧。”魏红祥说，之所以如此顺利，得益于

多年来，所里形成的跨学科、跨课题组、跨楼层自

由交流的氛围。组织主题沙龙、策划专题讲座，

大家话题熟络起来后，自然就互通有无了。

所以，科研机构要想在科普事业中同样有所

作为，认真考察下面几个要素，似乎是必不可少

的步骤。

首先，要考虑在科研目标之外，做科普事业

的动力来源何在？魏红祥直言：“如果一个单位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和应付检查，那一定做不好。”

其次，对一个机构而言，寻找一些能张罗、懂策

划、会统筹的灵魂人物，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多年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科普团队创意不

断，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资源也蜂拥而来，他们

强强联合，先后成功尝试了科普视频课程、跨年

科学演讲、科普轻喜剧、大科学装置科普纪录片

等多种形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魏红祥表示，他跟“菠萝”一起，获颁“赛先

生”第二届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奖，是科普圈对

他的谬赞，“我更愿意在幕后，协助塑造中国科学

院物理所的科普群像，宣传这个机构的集体科普

行为”。

此外，保持科普账号的内容一惯性，需要账

号所属单位从上到下形成统一认识。魏红祥说，

“中科院物理所”一系列科普品牌的成功，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所领导的充分信任和大胆放手。

最后，年轻人一定是未来科普事业的主要

力量。

让魏红祥欣慰的是，有些新来所里的年轻

人，就是因为看了当年他写的科普文章，对科

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走上了科研之路。他们

自发地聚集起来，不断碰撞思想，在“前辈”的

指导和把关下，执行着一个又一个颇具创意的

新科普项目。

姬十三也表示，很欣慰当年的一些果壳网读

者，博士毕业后成长为科学家。毕业后加入编辑

团队的员工中，也有一部分是追随果壳成长起来

的新一代。

科普工作未来如何发力？
引导公众辩证看待科学问题

最让李治中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读者给他

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

读者写道：“妈妈今天去世了，不知道为什

么，就是想来这里说声谢谢，您的文章一直是她

生病以来的重要陪伴。”

“我想，这种表达是对科普事业从业者的最

高尊重，也是科普人共同的荣耀。”他感慨道。

李治中2018年的演讲火了，拾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伸出橄榄枝，承诺提供稳定资金，邀请他担

任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经过调

研，他牵头创建了该基金会第一个项目“向日葵儿

童公益”，专注儿童癌症群体从事公益活动。

虽然核心团队全职工作人员只有 5人，但拥

有庞大的粉丝团，他们拥有超过 1.9 万名的志愿

者团队，这当中多数是那场“爆款”演讲的听众和

“菠萝因子”公众号粉丝，还有很多是肿瘤患者的

家属，甚至报道过基金会工作的记者。

他们一直以多种形式参与“向日葵儿童公

益”的活动，也持续向更多公众接力传递科学知

识，消除对癌症的恐慌。

魏红祥认为，面对疫情的冲击，很多公众习

惯在新媒体平台上寻求帮助。虽然希望听到经

验性指导，但在针对特定问题上发生的所谓粉丝

团之间的争辩，还不够理性和科学。

他建议，一方面科研机构要鼓励和引导更多

专业人士站出来说话，放大声量，击碎伪科学账号

传播的各种谣言；另一方面，媒体也要引导公众，

用辩证的科学思维看待科学问题，同时理解社会

治理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引导公众能够倾听多

元化声音，最终帮助公众形成能够自主辨别是非

的能力。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学术牛人变科普达人学术牛人变科普达人，，让科学流行起来让科学流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