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国家和社

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
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
活动。

开展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
科普），应当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
解、接受、参与的方式。

■ 案例

这些博物馆、科技馆超长“待机”

2024年7月，重庆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一纸通知，全市共有117

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一律取消预

约，并倡导各博物馆根据自身情况

延长开放时间。2024 年，辽宁省科

技馆、菏泽市科技馆、武汉科技馆延

长开放时间，“保质增量”为观众奉

上文化大餐。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第二

条，进一步细化了科普的工作范畴与

实施准则，恰似一座坚实的桥梁，一

端连着高深的科学世界，一端通向广

大公众，促使科学知识、科学理念精

准顺畅地抵达全社会的每个角落。

“本法适用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

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

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这句表述

明确划定了科普工作的边界与内涵。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是基础，从日

常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到改变世界的

前沿科技突破，无论是阐释 5G 网络

背后的原理，还是让公众认识人工智

能在医疗、教育、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都是在为大众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

倡导科学方法，则是赋予人们探

索世界的“金钥匙”，意在教会公众如

何观察、实验、分析数据，让大家面对

问题时不再盲目盲从盲信，而是能运

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去分析问题，甚

至提出解决方案。

传播科学思想，犹如点亮一盏盏

智慧明灯，破除封建迷信、伪科学的

迷雾，让人们明白世界是可认知的、

发展变化的，引导大众用理性思维看

待万物，远离诸如“水变油”“药王谷

神医”等荒诞骗局。

弘扬科学精神，更是激发民族创

新活力的源泉。鼓励质疑、勇于探

索、追求真理，这种精神激励科学家

勇攀高峰，也促使普通人在平凡岗位

上追求卓越，为社会发展注入奋进

力量。

以 上“ 四 科 ”相 互 关 联 、相 互 促

进，共同构成科普工作的完整体系。

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是基础，科学方

法的倡导是关键，科学思想的传播是

核心，科学精神的弘扬是灵魂。这四

个方面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科普

工作的全面和深入开展。

“开展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

科普），应当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

解、接受、参与的方式”，这为科普实

践指明了方向。科普活动应贴近生

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科普工作应

创新科普传播方式。

易于接触，意味着科普要打破空

间与时间的限制。线上，利用社交媒

体、科普 App 等平台，让人们随时随

地就能开启知识之旅；线下，博物馆、

科技馆延长开放时间，社区定期举办

科普集市，将知识送到家门口。

易于理解，要求科普语言通俗易

懂。科普工作者把晦涩的专业术语

转化为大白话，用通俗语言、生动比

喻解释复杂原理，如将基因比作生命

的“密码”，让公众“秒懂”。

易于接受，注重贴合民众需求。

针对老年人讲养生保健、慢性病防治；

面向青少年推出趣味科学实验、科幻

故事，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兴趣点。

易于参与，激发公众的主观能动

性。举办科技竞赛、公众开放日，让

公众走进实验室、观摩参与科研项

目，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真正成为

科普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全方位推

动科普事业蓬勃发展。

总之，科普法第二条明确了该法

的适用范围，从内容到形式为科普勾

勒出精准蓝图，强调以规范、高效的

科普工作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

升，让科学之光普照中华大地。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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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科学与大众的桥梁
□ 王 挺

1月7日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

日县发生6.8级地震。次日15时44分，

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发生5.5级地震。为

什么最近地震频繁？地震为何难以预

测？灾难发生后如何紧急避险？这些

问题受到社会关注。

地震为何难以预测

地震是一种复杂且难以预测的自

然灾害。尽管科学家通过长期观测和

研究，对地震的发生规律有了一定的认

识，但在地震的短临预报方面（包括具

体时间、地点及震级等要素），仍面临

诸多技术难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

一是地震事件的低概率特性。地

震，特别是高强度地震（7.0级以上的大

地震）的发生频率相对较低。由于地震

数据的相对有限性，科学家在构建精确

的统计规律和预测模型方面面临挑

战。例如，2023 年全球共发生 6.0 级以

上地震 129 次，其中 7.0 级以上地震 19

次，但这些数据仍难以完全揭示地震活

动的复杂性。

二是地球内部的探测限制。地震

主要发生在地球内部，尤其是地壳以下

的深层区域。当前技术水平尚未实现

对震源深处的直接探测，科学家主要依

靠地表观测数据、地质勘探结果及间接

测量技术等手段，来推测地震可能发生

的情景。这种探测限制使得地震预测

工作变得极为复杂和艰难。

三是地震孕育过程的复杂性。地

震的孕育、发生及发展过程涉及多种

物理和化学过程，以及复杂的地球动

力学机制。这些过程在不同的地理构

造环境、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不同震

级的地震中表现出显著的复杂性。科

学家在深入理解这些复杂的物理、化

学过程及地球动力学机制上，仍面临

重重挑战，从而影响了地震预测的准

确性。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科研人员仍不

断努力提升地震预测的精准度，同时加

强地震监测网络的建设，完善应急响应

预案，以期减轻地震对人类社会造成的

冲击和损失。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不断进步，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技术，我们有望克服这一难题。

公众应该怎么应急避险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应急避险方法，我们应该因时、因

地和因人制宜。面对潜在的地震风险，

公众应提高警惕，做好应急避险准备。

以下是一些通用的应急避险指南。

震时躲避

保持冷静：地震突发，要保持冷静，

切勿慌乱，方能明辨是非，妥善应对。

寻找掩护：如果身处室内，应迅速

躲到坚固的床下、桌下，或靠近墙角蹲

下，用手或其他物件护住头部。避免靠

近窗户、玻璃幕墙等易碎物品，以免被

飞溅的碎片伤害。在抗震能力较差的

平房内，且室外比较空旷时的情况下，

应在小心坠物的前提下快速撤离到

室外。

关闭电源：躲避之时，要迅速切断

电源、煤气，谨防次生灾害。次生灾害

会对人身及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震后快速疏散

判断情况：地震结束后，应迅速判

断周围环境是否安全，注意保护头部，

避免余震和次生灾害的威胁。如果环

境不安全，应立即撤离。

有序疏散：按照事先制定的应急预

案，有序地疏散到开阔、安全的地带。

应选择楼梯逃生，避免使用电梯。疏散

途中，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拥挤，以防

踩踏之祸。

保持通讯：在疏散过程中，确保手

机等通讯工具畅通无阻，以便迅速接

收救援信息和对外求助。如果通信中

断，可以尝试使用收音机等其他方式

与外界联系。

（作者系北京市应急管理科学技术

研究院研究员）

地震来了，如何应急避险
□ 张 英

应急应急
科普科普②②

国际上公认的地震应急避险方法是“伏地、遮挡、手抓牢”。 视觉中国供图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