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是我国科学传播经历巨
大变化的一年，也是我国科学传播能
力迅速提升的一年。”12 月 21 日，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21）》（以下
简称“报告”）正式公开发行。中国
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表示，
我国历来重视科学传播，但并没有对
其现状形成客观的分析和深度解读。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中心编写的这
份报告，在充分肯定我国科学传播成
效的同时，对我国科学传播存在的一
些问题也予以详细剖析，是一份富有
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权威科学传播研
究报告。”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指导和支持，对2020年度中国报纸、
期刊、图书、广播电视、影视作品、
网络、科普活动、科普教育、理论研
究等方面的科学传播情况进行了全面
的研究评价。

报告显示，由于受到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卫生健康和防控
疫情相关知识与方法受到媒体、公众
的高度关注，创作制作的各类科学防
疫作品迅速传播，成为2020年中国科

学传播的最大亮点。
报告显示，我国新媒体科学传

播增长迅速，科普图书发行出现回
升，以多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技术为
支撑的科学传播更加广泛。2020 年
我国共出版科普图书9853.6万册，科
普图书出版数量越来越多；期刊发
行 1.31 亿册，科技期刊总量为 4958
种，其中科普期刊258种；全国报纸
数量减至 1851 种；聚焦重大题材成
为 2020 年度纪录片生产创作的一大
特点，全年上线的疫情纪录片达到
44 部 。 特 别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2020
年，我国媒体进入深度融合发展阶
段。中国新建科普网站 2732 个，创
办科普类微博 3282 个，创办科普类
微信公众号 8632 个。据人民网舆情
数据中心监测显示，2020 年全年涉
及科普的网络新闻为1817999篇，报
刊83000篇，论坛博客330938篇，微
信 2609071 篇，微博 567028 条，APP
新闻828859篇。

“为了对我国科学传播的几个主
要领域作出客观的评价，一年多来我
们的编撰人员各方搜录权威统计数

据，让报告得以顺利出版。”报告主
编、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
邱成利表示，报告能为广大科研工作
者、科普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全面
了解我国科学传播状况及发展趋势提
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可为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学
生提供专业参考材料，是一份对2020
年中国科学传播发展状况客观评述的
专项研究报告。

邱成利表示，除了获取翔实而准
确的数据，报告从媒介融合扬长补短
多端发力、不同媒体科学传播优势尽
显和科学传播内容形式呈现变化等三
个方面对2020年我国科学传播情况进
行了综合评价。“从这三个方面我们
就得出了26个观点性的结论，专家的
分析成为报告的一大看点。”

报告在充分肯定我国科学传播
水平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和不
足。报告认为，当前我国的科学传
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尚存在
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科技报纸版
面压缩，阅读场景锐减，出版周期
相对延长，信息发布相对滞后；科

普期刊仍以传统模式为主，学生市
场扎堆，成人市场偏冷；科普图书
创作手法较为单一，引进图书居
多，优秀原创作品较少；科技人员
参与科学节目热情不足，影视作品
科学性尚需提升，网络科学传播审
核把关不严，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滞
后以及科学传播水平亟待提高等等。

“从这一点来看，报告对提升我
国科学传播水平将发挥积极且重要的
作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
心理事会理事长郭传杰表示，编撰团
队未来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报告的权
威性，团队也应该实现平台化运行，
让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进来，同时还
应该考虑报告的持续性和经费的保障
等问题。

邱成利表示，作为中国科学院
科学传播局重点支持的专项研究报
告，《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今后将每
年编撰出版，对中国科学传播工作
进行客观评价，对未来的中国科学
传播工作走向和趋势进行科学预
测，并提出促进和服务中国科学传
播事业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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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设立了要闻、新知·解读、科学·传播、
自然·生态、书香·文史、休闲·消费、健康·情感、教
育·智慧等八大板块内容，涵盖科普所涉及的主要领
域。下一步，《科普时报》将重点发力青少年科普（进校
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技
成果科普等四个领域，竭力打造《科普时报》科普全媒
体平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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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和兰州大学组成的一
行 6 人科学考察组，圆满结束了在西藏自治区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开展的为期一周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工作。此次调查发现了包括
马鹿、胡兀鹫、金雕、岩羊等在内的几十种珍奇异兽。本是天寒地冻、
草木凋零的时节，西藏类乌齐马鹿国家级保护区内却呈现出一片生机勃

勃的景象。
一路走来，高原上的动物并没有把人类当成敌人，不惧怕人类的存在。在类

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我们找到了生态文明的标尺！详细报道见第4版
《生态文明的标尺在于人与动物的距离》。

图1为胡兀鹫，图2为藏狐，图3为马鹿。 （图片均为 郭克疾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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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陕西西安报告多例出血热
病例发生，在当下时不时有新冠病毒
输入的大背景中，难免会给居民和社
会带来一些不安情绪。其实，流行性
出血热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经典传
染病，也是我国法定监控的乙类传染
病，每年都有病例发生，目前也有成
熟的防控措施，只要掌握并落实科学
预防知识，“流行性出血热”完全可
防可控。

流行性出血热的“来龙
去脉”

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由汉坦病毒
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表现为
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因此又叫肾
综合征出血热。1978年，韩国学者首
先在该国出血热疫区汉坦河流域捕获
的黑线姬鼠肺组织中分离出导致这种
出血热的病毒，并依据分离地点称为
汉坦病毒。后来证实这个病毒流行很
广，世界五大洲均有人或动物感染情
况，但疫情以亚洲和欧洲部分国家较
重，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如中国、韩
国、朝鲜、日本等病例报告较多。我

国除青海和新疆外，其余各省市自治
区均有流行性出血热病例报告。

流行性出血热以鼠类为主要传染
源，一年四季均可发病，呈春季和秋
冬季两个发病高峰。吸入携带汉坦病
毒的鼠尿、粪、唾液等污染的环境形
成的尘埃或气溶胶、食用被鼠污染的
食物以及直接被鼠咬伤等，是本病的
主要传播途径。没有接种本病疫苗的
人群普遍易感，患者中绝大多数有在
田间劳作、清理杂草秸秆和野外活动
史。我国野鼠中的黑线姬鼠、家鼠中
的褐色家鼠是出血热病毒的主要携带
者，直接或间接接触这种鼠类，就容
易感染发病。野外工作或远足旅行的
人们尤其应该注意防范。人与人之间
一般不会相互传染，这一点与新冠肺
炎、流行性感冒等有显著区别。

流行性出血热的早期识别

流行性出血热起病急，进展快，
若救治不及时可引起死亡。因此，早
期识别、及早救治至关重要。医生根
据患者的发病时间和主要病变情况，
将该病分为五个期，分别是发热期、

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
复期。其中，如何在早期，也就是发
热期，就能够明确诊断并采取相应措
施，患者预后就会很好。

该病早期一般会表现出发热、
全身酸痛、食欲减退等症状，与感
冒类似。典型病例可具有三红 （脸
红、脖子红、前胸红）、三痛 （头
痛、腰痛、眼眶痛） 特点。自己或
家人仔细检查可发现身体皮肤有搔
抓样出血点，主要在腋下、前胸、
肩背部、口腔黏膜等处出现。小便
检查报告尿蛋白阳性。因此，出血
热病例早期发现的经验可总结为一
句顺口溜：高烧脸红醉酒貌，头痛
腰痛像感冒，皮肤黏膜出血点，恶
心呕吐蛋白尿。

与流感、新冠肺炎不同的是，出
血热早期一般没有咳嗽、咳痰等上呼
吸道感染症状，也不容易传染给周围
的人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血热
病人会在发热体温降低之后，血压突
然下降、尿量明显减少，甚至有口
腔、鼻腔、眼结膜、消化道等部位的
出血表现。

流行性出血热的救治措施

早发现、早休息、早治疗、就近
治疗（三早一就）是正确救治流行性
出血热基本策略。如果居民近期有鼠
类直接或间接接触史，又出现了上述
的“三红三痛”症状，应尽早休息，
不要坚持工作，更不要长时间运动，
而应该尽快去当地传染病医院就诊，
做进一步检查和救治，避免病情的恶
化。对于发热的出血热患者，建议先
用物理降温退热，包括温水擦浴、敷
冰袋等，不要随便使用退热药剂，更
不要全量使用退热药。出血热患者大
量血浆外渗，常出现低血压休克，如
果此时再使用强效退剂，大汗使血容
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加重低血压休克
出现生命危险。入住专科医院后，医
生会根据情况安排合理治疗。

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肾综合征出
血热病死率可高达20%，早治疗则能
有效减少低血压休克、腔道出血、肺
水肿、继发感染等严重威胁生存的并
发症出现，病死率降低至1%之下，而
且不会留下后遗症。 （下转第2版）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21）》出炉

我国科学传播能力进入快速提升期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如何防住“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
□□ 姜天俊

科普时报讯 （记者陈杰） 近日，生态环境
部印发 《“十四五”生态环境科普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生态环境部科
技与财务司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实
施方案》 以提升公民生态环境科学素质、促进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为目标，力争到 2025
年，生态环境科普工作责任体系逐步完善、科
普理念不断深化、方法持续创新、内容日益丰
富、保障更加有力，公众生态环境科学素质显
著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支
撑作用更加突显。

“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科普工作紧密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在制度体系建设、
科普资源开发、基地创建、品牌活动创新、热点
焦点问题专家解读等领域全面发力，形成了全媒
体、全手段、全内容、全方位、良性互动的生态
环境科普工作体系，促进了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和科学素质的整体提升，为传播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
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污
染防治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
要求也更高。

“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科普工作还存在责任
体系不够健全，横向互动、上下联动不足；优质
生态环境科普产品供给能力尚待加强，科技资源
科普转化机制不完善；生态环境科普传播公众影
响力和精准性有待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
境科普工作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城乡、区域科
普工作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科
技强国和美丽中国建设都对生态环境科普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工作更需要
从更高的历史使命和更强的责任担当来培育和厚
植我国生态文化，提高全民生态环境科学素质，
推动从知识普及向价值引领和能力养成过渡，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从“要我环保”向“我要
环保”的转变。

对于“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科普工作
的重心，《实施方案》 也以八项主要任务和五项
提升行动给出了明确的指引。

主要任务包括强化构建生态环境科普责任体
系、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科普队伍建设、积极推进
生态环境科技资源科普化、丰富拓展生态环境科
普内容创作、整体提升生态环境科普设施水平、
创新打造生态环境科普活动品牌、构建完善生态
环境科普传播网络和稳步推进生态环境科普国际
交流。

生态环境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则将结合 《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 中五
类重点人群，针对青少年，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科
学教育课程师资建设，丰富生态环境科学教育活
动；针对农民，重点组织开展千乡万村环保科普
行动，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针对产业工人，广泛开展生态
文明科普教育，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针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深入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科学知识培训；针对老年
人，重点开展环境与健康科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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