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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ents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ccur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so the needs of public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o strengthen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hina.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four districts of Tianjin， this report gain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tatus of Tianjin public science popularization
needs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analyzes the causes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t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utur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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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科普需求大幅增长。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科普工

作，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天津市四个区域实际情况的调查和

分析，获得了天津市公众对于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工作现状的基本信息，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相应的措施，

对今后科普工作的调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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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背景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取得了重

大进步，但这种以能源消耗、环境破坏和污染

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加

重。其中，在陕西、云南、广西等地铅、镉、

铬等重金属污染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危害公众

健康，引起广泛关注。接踵而至的重金属污染，

业已成为我国公民不能承受之痛[1]。对我国公众

而言，他们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建设者和重金属

污染直接、无辜的承受者，根据他们生活的利

益与需要，对环境状况最关心、最了解，参与

环保的热忱也相对最高。任福君教授曾指出，

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是最有效的方

式之一，热点问题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是

科普工作的一大机遇[2]。科普从公众需求出发，

就是要理解科普对于公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和

技能，树立科学思想，促进自身存在和发展的

意义，从维护个人权利、激发公众的科学兴趣、

提供学习机会的角度，为公众生活的改善、自

我的完善服务[3]。重金属污染防治问题作为社会

热点问题之一，对其进行科普宣传工作，让不

同地区公众对重金属污染防治形成相应的认识

并积极参与到其中，最终建设成环境友好社会，

这是一项很有必要进行的工作。

本研究以天津市重金属污染防治调研为

例，具体通过对天津市高新区企业、企业周围

的社区居民和学校等，进行大量的、个性化的

调查问卷，以及文献检索、走访、座谈、考察

等多种形式，获取天津市公众对于重金属污

染防治的知识了解程度，以及治理过程的参

与情况等，掌握天津市公众对重金属污染防

治的认识情况和科普需求，进一步分析公众

参与的实际效果和有效方法，并提出关于重金

属污染防治的科普宣传教育的意见和建议，从

而为进一步制定出有针对性、客观合理、指导

性强的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宣传方案提供依

据和参考。

2 调研基本情况
2013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我们调研小组

选择天津市南开区、河西区、西青区和北辰区

四个区域为调研地点。因为南开区和河西区作

为天津市的中心区域，人口众多，经济繁荣，

企业较少，对此调研可以了解中心城区公众对

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情况；而天津市大沽排

污河途经西青区，污染年限较长，污染情况较

为严重；另外北辰区企业较多，人口密度较市

区小，对此调研可以了解郊区公众对重金属污

染防治的情况。我们对调研区域的高校、企

业、居民区、休闲公园等人口密集地点进行了

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600 份，回收 552

份，回收率 92%，有效问卷总数 493 份，有

效率 89.3%。调查问卷设置 19 道题，选择题

18 题，问答题 1 道。问卷主要内容包括： 第

一，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统计；第二，重金属污

染防治科普需求的现状；第三，出现重金属污

染防治科普需求现状的原因；第四，解决重金

属污染防治科普需求的措施。

本次调查问卷收集后，采用 Microsoft Ex-

cel 201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493 份调查样本的有效问卷基本情况统计

为：性别比例中，男性 286 人，占 58%，女

性 207 人，占 42%；年龄分布中，18 岁以下

的 17 人，占 3.5%，18 岁至 35 岁的 405 人，

占 82.2%，36 岁至 50 岁的 51 人，占 10.3%，

51 岁以上的 20 人，占 4%；学历层次中，硕

士及以上 102 人，占 20.7%，本科 257 人，占

52.1%，大专 56 人，占 11.4%，高中 52 人，

占 10.5%，初中及以下 26 人，占 5.3%；职业

统计中，务农 16 人，占 3.3%，在校学生 285

人，占 57.7%，教师科研人员 24 人，占

4.9%，企事业单位职员 136 人，占 27.6%，进

城务工人员 26 人，占 5.3%，离退休人员 6

人，占 1.2%。

以不同群体作为调查对象时，有 57.7%的

受访者为在校学生，居民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较少，因为，所统计的高校学生在天津生活的

时间在 3~6 年，对当地的环境状况和重金属

污染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最终的数据有一

定代表性，可供后续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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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研结果统计与分析
3.1 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需求的现状

3.1.1 重金属污染情况普遍存在，污染源主要为

厂矿企业等进行生产活动造成

对于当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如图 1 所示，

26.4%的受访者认为重金属污染严重，37.9%

的受访者认为重金属污染一般，16.8%的受访

者认为重金属污染较轻，2.5%的受访者认为

没有污染，16.4%的受访者不清楚重金属污染

情况。由此可知，当地重金属污染情况较重，

需要采取污染的防治措施。

对于重金属污染源的调查，58.2%的受访

者认为是厂矿企业等引起的重金属污染，

40.9%的受访者认为是家具材料、涂料、油漆

等工业产品，33.5%的受访者认为是废弃电子

电池产品，25.9%的受访者认为是鲜艳的儿童

玩具、厨房用具、纺织用品、塑料，5%的受

访者认为是其他情况造成。由此可知，重金

属厂矿企业及其相关行业工业产品是重金属

污染主要源，当然废弃电子电池产品也占有

较大比重。

3.1.2 公众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意识高，但周围缺

少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科普活动

对于有关重金属污染防治方面行为的关注

程度，如图 2 所示，12.4%的受访者很关注重

金属污染防治方面的行为，58%的受访者注重

金属污染防治方面的行为，26.4%的受访者不

关心金属污染防治方面的行为，3.2%的受访

者为其他情况。由此可知，大多数 （超过

70%） 的公众对重金属污染防治行为进行关

注，说明大多数公众的重金属物污染防治意识

存在，有利于金属污染防治具体步骤的实施。

对于当地重金属污染防止科普宣传与满

意度，如图 3 所示，9.7%的受访者对于周围

存在的科普宣传活动很满意，5.9%的受访者

对于周围存在的科普宣传活动满意，14.6%

的受访者对于周围存在的科普宣传活动比较

满意，54.4%的受访者周围没有科普宣传活

重金属污染主要源
家具材料、涂料、油漆
鲜艳的儿童玩具、厨房用具、纺
织用品、塑料等
废弃电子电池产品
厂矿企业等引起的重金属污染
其他

百分比（%）
40.9

25.9

33.5
58.2
5.0

频数（人）
202

128

165
287
25

表 1 主要重金属污染源统计表

图 2 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方面的行为的关注程度

图 1 当地重金属污染情况统计

图 3 当地重金属污染防止科普宣传与满意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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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以满意程度无从谈起，15.4%的受访

者不清楚科普宣传活动。由此可知，很有必

要加强当地重金属污染科普活动的宣传力

度，以满足公众对科普活动的需求。
3.1.3 重金属污染对公众切身利益影响的科普知识

是公众获取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需求的主要内容

对于公众希望了解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科

普知识内容，如表 2 所示，74.2%的受访者希

望了解通常对人体危害较大的重金属有哪些，

63.5%的受访者希望了解如何在生活中减少重

金属摄入，46.7%的受访者希望了解如何从源

头上遏制重金属污染，而公众对于重金属污

染的形成，与重金属中毒相关的医疗诊断，以

及政府如何保障与此相关的公民利益不受损

害等相关科普内容的了解程度相近，皆在

39%左右。由此可知，公众特别关注自身利

益，希望了解哪些重金属对人体危害大，怎么

减少重金属的摄入，以及如何从源头上遏制重

金属污染的科普知识，而对于重金属如何形

成，政府如何处理等问题关注度要低一些。

3.1.4 网络、科普影视、科普展览、科普教育讲

座的宣传形式是公众获取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需

求的主要手段

对于公众喜欢以何种方式接受重金属污

染防治科普需求的调查，由表 3 可知，65.1%

的受访者青睐于网络的方式，对于科普影视、

学校科普教育、科普讲座、科普展览、科普书

刊的宣传方式分别有 57.8%、39.1%、33.7%、

36.3%、24.5%认可。同时，科普网络游戏也

占有一定比例，为 14.2%。

3.2 出现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需求现状的原因

3.2.1 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宣传活动少

对于阻碍人们了解重金污染防治方面的科

普知识的原因调查，其中 58.6%的受访者认为

周围几乎没有科普宣传活动，这成为了阻碍公

众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活动的认识与参与的

主要原因，这与图 3 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同

时，由于公众自身原因，如对科普知识不感兴

趣，认为重金属污染离我们生活很远且关系不

大的受访者分别占有 17%和 9.1%。调查中发

现仅 11.2%的受访者认为对于重金属污染防治

科普知识的了解没有阻碍，可以无障碍的获

取。这从另一面说明了科普宣传的缺乏。

3.2.2 政府处理重金属污染的政策和效果不理想

众所周知，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中，

对于一般具有社会公共性、无法完全由市场自

由解决的问题，应当由政府从全社会的角度加

以引导、调节和管理。而对于政府处理重金属

污染的政策和效果的调查来看，37.9%的受访

者认为有政策但是没有效果，21.9%的受访者

认为有政策，但效果较小，对于不了解情况，

以及认为没有政策的分别为 22.5%和 15.4%。

仅 2.6%的受访者认为受访者政策好，效果也

希望了解的科普知识内容
重金属污染是如何形成的
在生活中公民怎样辨别重金属
污染事件
通常对人身体危害较大的重金
属有哪些
如何从源头上遏制重金属污染
如何在生活中减少重金属摄入
重金属中毒等的医疗诊断
政府如何保障工厂重金属污染
物排放对公民造成的利益损害
政府针对重金属污染的措施

百分比（%）
38.9

32.3

74.2

46.7
63.5
39.9

33.1

37.1

频数（人）
192

159

366

230
313
197

163

183

表 2 公众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知识了解意愿统计

科普知识宣传方式
网络
科普影视
学校科普教育
科普讲座
科普展览
科普书刊
科普网络游戏
其他方式

百分比（%）
65.1
57.8
39.1
33.7
36.3
24.5
14.2
2.8

频数（人）
321
285
193
166
179
121
70
14

表 3 科普知识宣传方式

图 4 阻碍人们了解重金污染防治方面的科普知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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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采取措施
拨款补偿损失
加强管理力度，惩治排
污超标企业
对污染土地进行技术上
的治理
其他措施

百分比（%）
40.9

88.0

62.9

3.7

频数（人）
151

434

310

18

表 5 政府对重金属污染采取措施

好。这说明，政府处理重金属污染的政策和效

果不够理想，相关政策需要完善，需要加强实

施，对重金属污染超标，造成污染严重的厂矿

企业应依法取缔，加强整改，保证效果，让我

国公众切实感到理想效果。

3.3 解决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需求的措施

3.3.1 通过网络、手机、科普报刊杂志、科普影

像制品、科普场馆基地宣讲及科技人员与公众面

对面活动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宣传途径

当前社会处于数字信息时代，科普宣传活

动的宣传形式已经呈现多样化和简便化的状

态。其中网络的发展使通过手机、电脑等网络

信息获取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知识成为主要

渠道。根据对开展科普知识宣传途径的调查，

如表 4 所示，其中网络和手机分别为 64.7%和

48.1%，科普场馆基地、科普报纸杂志、科普

影像制品等实体宣传资料在重金属污染防治

科普知识的宣传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分别为

24.7%、32.1%和 32.2%，科技人员与公众面对

面交流活动的占 22.1%，因此网络、手机、科

普报刊杂志、科普影像制品、科普场馆基地宣

讲及科技人员与公众面对面活动都是较好的

科普宣传途径，这与表 3 的结论相一致。

所以，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针对青少年

群体，利用网络，手机等数字移动媒体进行重

金属污染防治的宣传是有效的措施；而对于中

年老年群体，利用科普报刊杂志、影视制品、

科普场馆等宣传形式是有效的措施。
3.3.2 加强政府对重金属污染污染防治的社会职能

政府作为保障公众自由、平等、健康生活

的重要后盾，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普宣传中起

主要作用。针对政府应采取措施的调查，如表

5 所示，88.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管

理力度，惩治排污超标企业，具体措施如实行

污染者负担政策、排污收费政策以及治理污染

优惠政策[4]，62.9%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对被

污染土地进行技术上的治理，还有 40.9%的受

访者认为政府应该拨款补偿损失。

3.3.3 加强企业自身生产活动管理

重金属行业相关厂矿企业的生产活动是重

金属污染的源头，因此加强企业自身生产活动

管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当前社会的市场

经济条件造成了某些企业领导人只注重经济

效益，而不顾环境污染，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

污染后果，让我国公众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加强企业自身生产活动管理，能让重金属污染

事件的发生最小化，这样既能加强企业自身经

济效益，也能加强企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

职能作用，实现企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所

以，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必须按照严格的规章制

度进行生产，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做好预防与

评估，即使发生重金属污染情况也要使其后果

减小到最低。

在重金属污染事件发生后，企业要积极

主动地采取治理措施，会同政府部门进行技

术处理，邀请名人、环保人士代言募集污染

图 5 政府处理重金属污染的有关政策和效果统计图

开展科普知识宣传途径
网络
手机
科普场馆基地
科普报纸杂志
科普影像制品
科技人员与公众面对面
其他途径

百分比（%）
64.7
48.1
24.7
32.1
32.2
22.1
2.8

频数（人）
319
237
122
158
159
109
14

表 4 开展科普知识宣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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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专项基金；对重金属污染造成的损失及

人畜伤害要积极赔偿；同时透明、公开、无

隐瞒地对媒体发布信息，让社会公众感到踏

实安心。

4 结论
重金属污染防治是当前科普工作的重要课

题之一，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美丽中国

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对天津市南开区、河

西区、西青区和北辰区四个区域实际情况的调查

和分析，获得了天津市公众对于重金属污染防治

科普工作现状的基本信息，分析了原因，总结了

相应的措施，对今后科普工作的调查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是，调查样本偏小，调

查地点偏少，因为条件所限未能在天津市其他区

县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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