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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博客的科普内容研究

———以科学网博客为例

黄晓慧 詹 琰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北京 100049）

[摘 要] 科研人员博客虽然没有传播科学知识的义务，但是在规模日益扩大的科研人员博客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

着大量与科学相关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向公众普及科学的作用。那么，目前科研人员博客向公众传达了哪些科

学信息，他们的博客在科学传播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以科学网上的科研人员博客为例，通过对博客内容和个案

的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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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作为人们交流沟通的网络工具在知识

与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

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 2009 年 7 月发布的 《第 24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我国博客用

户规模已达到 1.81 亿人， 3.38 亿网民中有

53.8%的用户在使用博客，78.5%的网民经常

在网上与他人分享知识 [1]。随着博客覆盖面的

扩大，不少科研人员也加入到博客传播的大军

中来，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博客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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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人员博客的整体概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设定为有科学研究背景、

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的

博客，通过分析点击量较高的科研人员博客的

内容来了解科研人员博客的科普现状及其在科

学传播中的作用。目前，科研人员博客主要分

布在四类网站：第一类，商业性门户网站如新

浪、搜狐等开设的博客频道；第二类，隶属于

科研机构的非营利性质的网站，如由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管，科学时报社主办的科学网；第三类，科学

爱好者协会、科学传播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创办

的论坛网站，如科学松鼠会，多以群体博客的

形式进行科学传播；第四类，拥有独立域名的

个人主页，如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李淼的“博

客李淼惯性参照系”淤。
在这四类网站中，门户网站较早开设科学

博客专栏，并邀请了不少知名度较高的科学家

“在此落户”。在名人效应和网站推广的双重作

用下，科学家博客吸引了大量读者，点击量也

随之“水涨船高”。然而，门户网站的科研人员

博客较为分散，存在“一人多博” （即一个人

在几大门户网站均开通了个人博客） 的现象，

故难以使用统一的标准来甄选样本，样本可比

性不强。而且，门户网站的博客通常不需要实

名注册，许多点击量排名靠前的博客的博主

（即博客作者，下文都将使用“博主”一词） 不

一定是科研人员，这给甄别样本的工作增加了

难度。相比之下，科学网博客集结了大批科研

人员，目前科学网用户中80.7%是拥有副研究

员、副教授职称及以上的人员于，而且全部使用

实名注册，在样本的典型性和研究的可行性上

都具有其他网站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本文

选取科学网博客作为分析案例。

以 2009 年 3 月 5 日科学网博客总排行为基

准，根据已设定的筛选标准从排名前 60 的博

客中选出 37 个样本博客。从 2009 年 3 月 5 日

至 8月 4 日对样本博客进行为期 5 个月的网络跟

踪，共获得 2 651 篇博文 （即博客的文章，下文

中都将使用“博文”一词），其中原创 1 930 篇、

转载 721 篇，“与科学相关”的内容约占 1/3
（图 1）。

2 科研人员博客内容及其作用
在所有的原创博文中，以“个/篇”为统计

单位，使用研读文本和标识关键词的方法，给

每篇博文确定一个核心议题，然后按照议题类

别对博文进行归类整理。从原创博文的内容分

布来看，记录博主个人生活经历和心情感想的

内容约占 22.2%的比例，说明科研人员博客仍以

个人日记式的自传播为主 （如图 2 所示）。科学

普及和学术讨论的内容也占据了较高的比例，

说明科研人员较多地使用了博客的大众传播功

能和网络交流功能 （如图 3 所示）。通过对博客

内容的分析，笔者发现科研人员博客在拉近科

研人员与公众的距离、传播科学知识、帮助公

众科学地解读公共事件及促进科研人员学术交

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1 展现一个丰富的科研人员形象袁 拉近科研人

员与公众的距离

科研人员在博客中记叙自己的生活经历，

分享心情体会，把读过的好书推荐给读者，发

表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通过博客这个共享

的、活泛的、“自主展现”的平台，公众可以

获悉科研人员的最新动态、其工作与生活的方

方面面，并可以在此与科研人员进行“面对面”

的沟通。通过科研人员的博客，我们了解到他

们不仅能写学术论文，还会挥洒自如地吟诗作

淤网站地址院 www.limiao.net遥
于数据来自科学网 2009 年 12 月 8 日袁 http://www.sciencenet.cn/aboutus.aspx遥

图 1 博客中原创博文与转载博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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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 与科学无关的原创博文内容分布

对，会谈及个人的家人朋友，聊“减肥”、“婚

姻”之类的市井话题。与此同时，科学网博客

的点击量不与任何商业利益挂钩，最显而易见

的“获利”就是个人的心理满足。博主的目的

或是宣泄情绪、或是分享心得、或是引导舆论，

只要能够引人关注、引发讨论，他的议题就是

成功的，从而进一步激发他的写“博”欲望，

与公众分享更多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应该说博

客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使

得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他

们不是刻板的、只与枯燥晦涩的学术科研捆绑

在一起的“超人”，而是有血有肉、有生活情趣

的寻常百姓。面对着工作与生活中遭遇的艰难

险阻，他们既勇敢又脆弱，也会像平常人一样

流露出内心的真情实感。

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华裔科学家孟津在博

文中详细地记录了自己野外科考的经历，与读

者分享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内心的真实感受：

“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活动了。

至少不是为了要出一篇 Science、Nature 文章那

种事情———它们与生命没有可比性。这样做

是挑战自己，挑战生命，是自作自受，为了

我到这里来过一趟，做了一件很艰难、自己

想做、应该做、一辈子也许不会再有机会做

的事情……但此时此刻，我不是为了别人的认

可，因为那不值得拿生命来换取。我只是为了

做自己该做的工作，去看大自然的神奇，说这

个地方我来过了。为了自己的心情，就这么简

单。”[2] 一个普通公众感到陌生的科研工作环境

近在咫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科研工作者形象

图 猿 与科学相关的原创博文内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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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然纸上，读者从字里行间能深切体会到在科

研成果获得的背后，科研工作者的心路历程。

博文发表一周内即有 37 位淤读者做出回应，多

是表达内心的震撼、对科研工作者敬业精神的

敬佩及对野外科考工作的兴趣。博主对其中

94.5%的留言都给予答复，补充了读者想进一步

了解的细节，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不同于以往需要通过媒体采访等第三方介入

的传播方式，博客的自主性为科研人员直接向公

众传播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自主、直接、

交互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信

息中转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解码偏差。如果公众由

此产生了信息误读，博主也有机会通过网络互动

的方式亲自予以消除。“无论博客活动的外在诉

求是什么，从深层心理上来看，博主

们都会希望通过自我表述、交流分享

等活动，塑造一个理想的自我。”[3] 他

们可以自主地展现一个符合个人意愿

的自我，从而提高公众对科研人员的

认同感乃至对科研工作的认同。

2.2 内涵丰富的博客内容使得读者对

科学知识的吸纳更为容易

在 37 个样本博客中，有 51.4%
的博主开设了科普专栏，说明部分

科研人员有意识并尝试过在博客上

进行科学普及。在对科普内容的博

文进行内容分类后 （如图 4 所示），

笔者发现科研人员博客的科普内容以专业知

识为主，博主更倾向于向读者传播自己驾轻

就熟的专业领域的知识。然而，网络快速浏

览的阅读方式决定了读者不可能把注意力停

留在缺乏真实感、故事性及趣味性的博文上。

尽管专业知识的科普博文信息量丰富，但是博

客读者更看重的是博文的易读性与真实感，而

非知识性与专业性。

从图 5“不同类别的科普博文在 5 个月内的

平均点击量于比较”中也能够印证这一点，博客

读者更喜欢那些使用故事的叙述手法讲述科学

知识的博文。与陌生难懂的专业知识相比，读

者更愿意阅读科普小说和科学文化、科学家故

事这样的小品文。

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汝清教授生前在个人博

客上发布的科普小说 《勇敢的机器人》 就是这

方面的例证。他用通俗简练的语言生动地讲述

了核电站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机器人挺身

而出的故事。作品围绕着几十年来全世界人们

密切关注的核应用和机器人的话题，巧妙地将

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融合在一起，里面包

含着博主本人的科研工作经历，真实而亲切，

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 [游客 ] wxh （“游客”

指评论人非博主的博客好友，“wxh”是评论

淤数据取自 2009 年 3 月 26 日科学网袁 孟津的博客院 http://www.sciencenet.cn/u/jinsblog/遥
于点击量数据取自 2009 年 9 月 4 日科学网博客遥 同类博文的平均点击量=同类博文的 5 个月总点击量衣同类博文的篇数遥
盂读者留言引自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钥id=221936遥

图 4 科普博文内容分布

图 5 不同类别的科普博文的平均点击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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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科学网注册的用户名） 回复道：“小说

中的机器人专家虽只是化名，但确实有其人，

他们是我国机器人领域的元老与开拓者。虽

然好多人已经退休了，但他们曾经为我国的

机器人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应该永

远记住他们。”③

除了核电站和机器人的知识外，读者还能

从博文中了解到大的科学事件 （三里岛核泄漏

事故）、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历史沿革及科学工作

者无私奉献的精神等。从这个角度上说，读者

从科研人员博客中了解到的不仅有科学知识，

更有科学大事件、科技发展史等方面的内容。

而融入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思想等丰富

内涵的博客科普也改变了以往说教式的科普形

式，提高了读者获取科学知识的兴趣，使读者

更容易理解科学。

2.3 帮助公众从科学的角度解读公共事件

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公共事件的讨论中，

人们往往格外关注专家的观点，期待他们能做

出科学的解答。在科学网博客中，不少科研人

员常以新闻事件为由头谈起，运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解析社会热点议题。博文涉猎的议题多是

当下公众热切关注和讨论的科技话题，包括了

纳米技术、气候变化、防震减灾、生态环境、

转基因食品等。例如，2009 年 6 月 27 日上海

一栋在建住宅楼倒塌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上

海交通大学从事土木工程研究的陈龙珠教授就

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博文从专

业的角度分析了大楼倒塌的可能原因，配有详

细的图解和文字说明，全面翔实，有助于读者

科学地解读这一事件。博文发表后的数小时之

内就有上千人浏览并有约 1.4%的读者回复、参

与讨论淤。
值得一提的是，博主在这篇博文的开头写

了“本文仅是纯学术性的推理分析，其观点和

结论不构成任何个人和机构追究相关工程事故

责任的依据！”[4] 的免责声明。对于科研人员在

博客上进行科普，陈龙珠认为“对具有较高学

位和专业职称的专家、权威来说，就一些社会

或专业敏感、热点问题发表看法，经常会被广

大百姓或年轻科技人员当成是科学和公理。

因此，无论是已经过验证为科学知识，还是

个人的试探性学术观点或仅源于自己不一定全

面的逻辑性推理的看法，在拟发表之前，对

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应该进行自我评估，

以尽可能地提高自己本意倡导的科学普及的

正面作用，而不会无意识地为社会添乱或有损

于学术上开展进一步的探索。对后者，在其负

面效应一时难以评估而又做出了发表的决定

时，注释仅是自己的看法而非被公认的科学知

识，很有必要而值得提倡。”[5]

尽管博主拥有对个人博客的开启、更新、

删改、关闭的权利，但是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

科研人员博客的个体属性将大大地被削弱，取

而代之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具有

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科学家所发表的言论，公众

极容易就奉之为真理，一旦观点有所偏颇就很

有可能产生违背博主初衷的负面效应。因此，

他们认为在个人博客上进行科普应当采取谨慎

认真、负责任的态度，随意的传播很可能会误

导公众。然而，谨慎认真的写作方式与博客随

性的个人日记式的写作方式相左，仔细雕琢博

文的内容将耗费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也是科研人员不愿意在博客上过多地谈论与

科学相关的话题的原因之一。

2.4 学术思想与观点交流的平台

科研人员在博客里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描述科研中遇到的困难和科研进展，探讨科研

方法，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并在与同行的交

流中获得学术启发。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博

士后马臻的博客，就以自己在科研过程中的经

历见闻现身说法，写成一篇篇经验之谈的博文，

从科研得失、论文的写作技巧、投稿方法到个

人简历和推荐信的书写方法，都是许多年轻的

科研人员在初涉科研时会碰到的问题，语言朴

实、意见中肯，且直言不讳。5 个月内虽然只有

22 篇博文发表，却有 35.5 万人次访问过他的博

客、684 人次参与回复讨论②。

淤数据取自 2009 年 6 月 28 日 12 时科学网袁 陈龙珠的博客院 http://www.sciencenet.cn/u/陈龙珠/遥
于数据取自 2009 年 8 月 4 日科学网袁 马臻的博客院 http://www.sciencenet.cn/blog/zhenma.htm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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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的实时性与互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满足

了科研人员获得同行对自己学术观点较快反馈

的需求，而评论功能的开放性与匿名性的特点，

又让科研人员听到了传统的学术讨论中可能听

不到的意见。中国石油大学的李世春教授把自

己研究的“点群/空间群操作系统”运算结果放

在博客上供读者讨论，并在读者的协助下找到

了系统“缺少键的原因”①。他认为：“博客是学

术的桃花源：在一些学术交流会上，由于是面

对面，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很少能听到。你错

了，别人也不好意思当面提出来，别人错了，

你也不好意思提出来。博客就不同了，由于有

匿名功能，因此什么意见都能够听到，什么意

见都可以发表。如果没有博客，如何考验俺的

《点群/空间群操作系统》，还真是个问题。”[6]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王飞跃教授也在自

己的博文中号召计算机领域的同行率先使用新

媒体的平台来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为信息

时代的科技主力军，计算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应

当成为这一变革的先锋。”[7]

当然，博客形式的学术交流还存在着不少

争议，很多科研人员对博客在学术讨论上的作

用持保留意见，有人担心在博客上透露自己的

学术想法可能会被同行“盗用”、博客讨论难以

形成规范的学术评价等。但从交流沟通的角度

来说，博客为科研人员开设了新的发表个人学

术观点和与同行交流的场所。

3 结语
综上所述，科研人员博客打破了以往公众

需要透过新闻媒体、出版物等媒介来了解科研

人员和理解科学的传播框架，搭建了公众与科

研人员“直面”沟通的平台。支持和鼓励科研

人员写博客对科研人员和公众双方都是有益的。

公众从科研人员博客中获取的不仅是科学

知识，还有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科学思想及科

学精神的认知。科研人员按照个人意愿构建的

自我形象能够丰富公众心目中的科研人员形象，

让公众有机会近距离地获知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状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提高公众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工作的认知度。

尽管科研人员并非本着普及科学的目的开

设个人博客，但是博客在无形中提高了科研人

员作为传播主体在科学传播活动中的参与度。

科研人员的“现身说法”增加了科学内容的可

信度，他们在专业上的信服力有助于帮助读者

从科学的角度理性地解读公共事件，同时也为

个人的学术观点找到了新的交流平台。

随着博客技术的进步，网络环境的不断改

善，科研人员博客在提高公众对科研人员和科

研工作的认知度、帮助公众理解科学、促进学

术交流等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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