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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普联盟应急科普策略初探 

——以新冠肺炎科普宣传为例
1 

范婷婷 

（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 201306） 

【摘 要】：面向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的应急科普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应急科普的策略更是决定应急

科普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长三角地区是国内博物馆的聚集区域，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

市率先成立了长三角科普联盟。本文立足于此次长三角科普联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科普宣传，结合突发公共

事件应急科普的特点，分析当前长三角科普联盟在应急科普上存在的不足，从完善应急科普工作机制、发挥“科学

共同体”作用、搭建应急科普知识传播平台、丰富应急科普产品内涵等 4个方面，提出具体策略，以期助力于联盟

在今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长三角科普联盟；应急科普；新冠肺炎；策略分析 

2018年 5月 22日，上海科技节“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暨科普资源共建共享馆长论坛”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作为大会的重要

成果之一，由上海科技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江苏省科学技术馆、南京科技馆、浙江省科技馆、浙江自然博物馆、安徽省

科学技术馆、合肥市科技馆八家科普场馆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联盟成员涵盖了综合性的省市地区馆、各类

专业场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机构等，场馆资源可谓极其丰富。 

2020 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暴发，对公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冠肺炎发生以来，长三角科普联盟在科普

防疫知识上做出有益探索，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亦存在不足。本文以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 80家场馆共同推出的“新型冠状

病毒科普知识有奖竞答”线上活动为分析对象，从联盟应急科普的机制完善、作用发挥、平台搭建以及产品创新四方面展开探

讨。 

1 应急科普的相关概述 

1.1 应急科普的概念 

关于应急科普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应急科普是指在突发事件发生中所开展的科普工作。

中国科普研究所提出，应急科普是一种特定状态下开展的科普活动，是应对突发事件采取的应急性的科普，它存在的前提条件

是有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是一种非常态的科普活动。石国进认为，应急科普是指在应急条件下开展的科普活动，包

含了公共突发事件的状态、过程或能力，涵盖了对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等重大突发性事故的分析与处理。朱登科提出，应急科

普是针对突发事件，根据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所开展的科普，公众需要什么，媒体和科普工作者就要马上提供这方面的科技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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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急科普的特点 

正是由于应急科普是一种非常态化的科普活动，在传播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只有把握住应急科普的这些特点，才能有助于

科普活动的有序开展。应急科普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时效性，突发性事件发生，意味着传播主体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相应的科

学知识传播出去，以解决各类问题。二是针对性，突发事件通常发生在特定时间,这就要求科普传播的内容生产具有针对性。三

是挑战性，突发事件发生往往是突发的，科普工作者要整理出权威、科学的科普知识，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 

1.3 应急科普的作用 

突发事件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与危害性。由于缺乏预先的事项准备，公众容易产生恐慌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应急科普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积极引导突发事件舆论。通过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工作及时、准确传播公众需要知道的科技信息，对公众

舆论进行正确、规范引导，有助于缓解人们的恐慌情绪，提高公众对各种信息的鉴别和判断能力，抑制谣言的生成和传播。二

是推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通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可以有效提高相关管理人员的应急管理能力，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

意识、自救互救能力。三是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突发事件具有公众密切相关性，使得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也与受众密

切相关，通过知识普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2 长三角科普联盟开展新冠肺炎应急科普的现状 

2.1 概况与成效 

2月 3日，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 80家场馆共同推出“新型冠状病毒科普知识有奖竞答”线上活动，拉开联盟应急科普序幕。

据统计，截至 3月 6日，公众参与 ID超过 7.6万人；总答题次数超过 40万次；覆盖 34个省区市(含港澳台)；累计抽奖中奖送

出奖品近 3 万份；承办单位和支持单位共 327 家。从这些数据来看，此次知识竞答活动参与单位众多，宣传范围广泛，答题观

众数量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疫情防控的科普知识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2 存在不足 

(1)应急科普反应不够及时 

春节前后，疫情突然暴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恐慌。与此同时，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类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快手、

抖音、哗哩哗哩等迅速反应，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 

长三角科普联盟的新冠疫情科普始于 2020年 2月 1日的线上有奖竞答活动预告，在上海科技馆微信公众号“科普先锋”上

发布。从时间节点上看，长三角科普联盟的应急科普起步较晚，反应较慢。上海科技馆是长三角科普联盟的发起馆之一，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信息通过馆方微信公众号“科普先锋”发布。1月 23日,“科普先锋”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

1 月 25 日，发布上海科技馆打响疫情防控保卫战；2 月 1 日，发布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线上有奖竞答活动预告。之后，上海科

技馆还刊发了一系列《众志成城抗时疫》的专题文章。2 月 3 日，由 80 家场馆联合组织的线上有奖竞答活动上线，正式拉开长

三角科普联盟应对新冠疫情的应急科普序幕。从时间序列上看，国内一些重要的科普平台紧随疫情发展动态，实时开展科普宣

传，大多在 1月份便开始了科普传播。 

(2)传播渠道不畅通，联盟场馆的联合科普关联度不强 

长三角科普联盟的应急宣传平台分散于各联盟场馆的官方微信号上。上海科技馆的“科普先锋”于 2 月 1 日发布的线上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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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活动预告，阅读量为 701；2 月 3 日发布第一期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72；2 月 13 日发布第二期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99；2 月

16日发布第三期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95,2月 17日发布第四期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59。中国航海博物馆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

于 2月 3 日、2月 17 日、2月 27 日分别转发 3条信息，阅读量分别为 593、358、254。江苏省科学技术馆于 2月 4 日、2月 17

日转发两篇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263、300。南京科技馆于 2月 3日、2月 23日转发两篇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533、275。浙江省

科技馆于 2 月 3 日、2 月 12 日日转发两篇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297、382。浙江自然博物院于 2 月 17 日转发一篇活动信息，阅

读量为 653。安徽省科学技术馆于 2月 3日转发一篇活动信息，阅读量为 632。合肥市科技馆于 2月 7日、2月 15日发布两篇活

动信息，阅读量为 71、59。纵观这些发布情况，此次长三角科普联盟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主要由上海科技馆牵头，率先发

布活动信息，再由其他场馆进行转发。从关注度上看，各家场馆活动信息的阅读量不高，有的甚至没有破百。侧面说明，此次

应急科普在宣传渠道上还未畅通，各家场馆之间信息发布的关联度不强。 

(3)科普内容知识量丰富，但形式单一 

此次活动收集了 600 道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点，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类传染病及其防治科学史、生物多样性保

护、疫情心理健康等相关科学知识和政策法规的科学益智竞答题，可谓内容丰富。在奖品设置上，涵盖了免费门票、电影票、

科普图书、免费课程等。然而，在形式上，仅采用知识问答挑战形式，过于单一。 

3 科学传播模式视角下科普成效不佳的原因分析 

3.1 科学传播相关理论 

(1)科学传播构成要素 

科学传播的基本要素主要由部门或群体构成传播主体，从传播方与接受方可分为传播者与受众。传播者主要包含政府、科

学共同体、媒体以及具备专业科学知识的志愿者等部门或群体。政府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的科学组织、科学调度、科学救助等

科学处理的措施和手段上。从长三角科普联盟讲，各联盟单位的领导组成的委员会可以承担起应急科普的“管理机构”，即担

任科学传播中的“政府”角色，到到组织、协调和管理的作用。科学共同体是指由医生、心理咨询师等在内的具体应对突发公

共事件的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的应急专家委员会群体。对于长三角科普联盟来说，每一个场馆都可以算作科学共同体，因为场

馆中聚集着众多科学家、相关研究成果等科普资源。媒体毋庸置疑是知识与受众之间的一个桥梁。相关的信息通过媒体传送至

受众之中。每一家科普联盟场馆均开设有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具备专业科学知识的志愿者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传播主体，长三角科普联盟场馆拥有数量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在应急科普中可以充分调动起来。 

(2)科学传播模式分类 

在明确科学传播的各个构成要素后，由这些要素组成了不同的传播模式。石国进提出，在应急条件下，有 3 种传播方式使

并存的，分别是线性传播模式、系统论传播模式以及控制论传播模式。 

线性传播模式认为科学普及传播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灌输，并不需要受众对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做出反馈，受众只需要被动接

受即可，线性传播是一种单向传播的模式，具体的运作模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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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式传播模式认为政府高层高屋建令瓦地科学指挥与组织管理，向全部传播群体和受众展现了清晰的应对思路，彰显了

科学处理的能力与效率。政府成为整个事件中的核心与灵魂，具体的运作模式如图 2所示。 

控制论传播模式认为要突出反馈机制，受众是整个信息传播中的核心。在应急条件下，科学传播者与受众事实上都是围绕

受众的安全与健康的科学问题展开的。受众的需求与反应直接影响传播者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所作出的选择。具体运作模式

如图 3所示。 

 

 

3.2 原因分析 

(1)缺乏“政府”角色的统一调度 

政府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传播主体之一，在整个应急传播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长三角科普联盟的场馆大多为长三角地

区的科普场馆，在机构性质上，多为事业单位，具备政府背景和色彩。就此次开展应急传播而言，长三角科普联盟缺乏“政府”

的角色分配，从而不能很好地调配资源，导致整个传播过程都比较零散和随机。 

(2)没有发挥好科普联盟的作用 

科普联盟中有众多科普场馆，也有很多相关专业的科学家和专家。在此次应急科普过程中，上海科技馆牵头开展科普竞答

活动，其他场馆仅仅是作为媒体渠道参与进来，在打造科普内容上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3)缺乏统一的宣传平台 

新冠疫情防控知识竞答活动的主要信息发布在上海科技馆“科普先锋”上，再号召其他联盟场馆在各自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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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8家牵头场馆发布的信息阅读量和关注度很有限。由于没有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无法调动全部联盟场馆的积极性

和参与度。并且，由于分散发布，受众接收信息渠道也是不聚集、不便捷。 

(4)科普内容与形式不能完全满足受众需求 

本次长三角科普联盟应对新冠疫情仅推出了一款应急科普产品，即在线答题，形式简单，缺乏创新。科普竞答作为强知识

灌输型的科普方式，在疫情一开始具有显著的效果。但随着疫情防控的展开，网络上各种形式的科普逐渐进入大众的实现，使

得长三角科普联盟的产品吸引力变小。 

 

4 提出建议 

4.1 完善应急科普工作机制 

长三角科普联盟应该以“科学性、规范性、高效性、协作性”为原则，建立统一领导的工作机制，完善应急科普组织管理

体系。建议成立长三角科普联盟应急科普委员会，担任“政府”角色，统一领导联盟的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工作。面对重大突发

事件，由委员会统一组织协调，作出应急科普决策，指挥联盟单位开展具体的科普工作。在现有的长三角科普联盟工作机制上，

增加应急科普的内容，依托于各场馆的专业性优势，在特定的突发事件中，灵活选取重点牵头场馆，调配科普资源，以解决联

盟单位间的资源不平衡、应急科普资源互用率不高的问题。 

4.2 发挥“科学共同体”作用 

科学共同体是长三角科普联盟中最重要的科学资源，依托于各家场馆的各类专业。建议可以成立一个专家库，选取不同类

型突发事件相关学科专家、灾害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等，建立应急科普专家顾问组，在突发事件应急科普中

起到辅助决策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各自专业所长，既可对灾害的最新发展趋势做出研判，又可对充斥在网络上的各类谣言进

行辟谣，从专业和权威的角度助力应急科普工作。 

4.3 搭建应急科普知识传播平台 

长三角科普联盟应该开设一个权威对外宣传平台，统一发布信息。依托共同的平台，调配各个场馆的科普资源，建立审核

机制。其他联盟场馆通过特定权限登陆信息平台，根据各自需要选取相关内容进行转发或者再编辑。这样有助于整合内部资源，

便于调配联盟场馆的积极性，保障宣传内容的准确性。这样也有利于受众接收信息，起到集聚的宣传效应。 

4.4 丰富应急科普产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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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进一步丰富应急科普产品的内涵。在形式上，除了线上的活动，还可以结合旅游和教育，开发一系列应急科普产品，

依托于各类别联盟单位优势，开设特定教育课程、策划应急教育旅游项目等。同时，在科普宣传上，要深挖内容，以受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呈现科普内容。如最早对疫情作出反应的自媒体之一“丁香园”，发布的关于正确佩戴口罩文章，步骤明确，图文

结合，向公众科普如何选择口罩和如何配到口罩，很受欢迎。仅此一篇文章便获得 10万+的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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