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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scientific squirrelssina micro-blo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ing the 7745 micro-blogs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2013.8.31.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umber， the value-added of inform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ent， subject and 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then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We selec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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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科学松鼠会的新浪微博为研究对象，从开博之日起到 2013 年 8 月 31 日为止，统计分析本时

间段 7745 条微博的基本数据，分析其数量规律、信息附加价值、内容主题分布和传播效果，总结其传播规

律。选取两类主体科普内容中，引起高转发高评论的代表性微博进行可视化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科学传播建

议，以期助推微博科普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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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媒介的全面崛起，网络传播的

特性也辐射到各个传播领域，体现出传播速

度的优势，改变了传播内容的结构，提升了

传播效果的实现。对于科普工作而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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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科普大众化的渠道，

使科学内容通过大众化的网络平台得以传达

和流通。随着微博的出现，微博科普作为网

络科普中的新形态迅速升温，原创、精短、

易于流通等特性使科普知识随用随学，快捷

方便，生动有趣，一时间掀起了新一轮的科

普高潮。在这股浪潮中，科学松鼠会则是最

醒目的一股力量。

科学松鼠会成立于 2008 年 4 月，由姬十

三 （原名嵇晓华） 及几位科普作家共同创立，

致力于在大众文化层面传播科学，旨在“剥开

科学的坚果，帮助人们领略科学之美妙”；其

愿景为：让科学流动起来；价值观为：严谨有

容，独立客观。科学松鼠会最早以群体博客的

形式进行科学传播，依托网站的发展成熟，敏

锐地抓住新媒体的发展机遇，在 2009 年 8 月

30 日，发出第一条新浪微博，开启了科学松

鼠会微博科普的新时代。经过几年的发展，

科学松鼠会微博的粉丝量急剧增加，2011 年

粉丝仅为 20 万[1]，2013 年则已高达 94 万，

2014 年再度攀升到 140 余万，成为“中国最

成功的民间科普组织”。科学松鼠会在我国的

科学传播界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选

取其官方微博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解读，

既能窥探微博科普的特性及发展现状，也能

有针对性地提出未来微博科普的发展建议，

以期能够助推科学传播在微博新媒体平台的

长远发展。

现有的研究在网络科普方面已积累了一定

的成果：如对我国网络科普的现状进行总况概

述和整体分析[2][3][4]、从网站运营建设角度对科

普网站的发展提出建议策略[5][6]、探讨受众在网

络科普中的行为与作用[7][8]等；一些学者对科学

松鼠会也进行了个案研究，如对科学松鼠会传

播者的研究[9][10]、对科学松鼠会受众的研究[11][12]、

对科学松鼠会传播效果的研究[11][13]等。这些研

究对网络科普总体发展进行了翔实的概括，

指出了现阶段网络科普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

方向，并对科学松鼠会的科普传播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理论探讨。但纵观现有研究，可以发

现对于微博科普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对科学

传播的内容和效果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

少，个案研究部分缺乏较为完整的数据支撑。

因此，本文依循数据统计、内容分析、问题探

究及对策建议的思路对科学松鼠会的微博科

普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对最典型的微博科普

案例进行详细的梳理，有一定的必要性，对我

国整体的微博科普发展而言，也有较强的参考

价值。

经过多次背靠背测试和数据对比，在达到

统一标准之后，人工统计了科学松鼠会 5 年

（2009.8.30—2013.8.31） 间的 7455 条微博内容

及相关信息。第一部分为微博数据信息，即发

布时间、发布内容、原创数、评论数、转发

数、图片数、链接数、转发来源等，从中探究

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的数量规律和基本互动

效果；第二部分选取有链接的全部微博，点入

链接进行链接指向分析，统计科学松鼠会微博

科普的主体内容；第三部分选取有代表性的高

评论高转发的主体内容微博，使用北大 PKU-

VIS 微博可视化工具进行传播链条分析，探究

科学松鼠会微博传播效果。通过以上数据统计

及分析，发现目前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中的特

点和存在问题，并对其未来的微博科普发展提

出了建议。

1 科学松鼠会微博发展分析
2010 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在这一年，

微博在网络新媒体中风光尽显，展示出了便

捷、迅速、互动性高等传播优势，在这之前，

微博还只是众多网络媒体平台中非常年轻的

一个小群体。而早在 2009 年 8 月 30 日，科学

松鼠会一条招募志愿者的微博，就揭开了科学

松鼠会微博科普的序幕，可见科学松鼠会的传

播触觉异常敏锐，尽管当时科学松鼠会在主体

网站人人网、豆瓣小组等传播都已经相对成

熟，但仍然在开拓新的传播渠道，扩大自己的

传播范围，在微博市场上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并抢得了先机。

如图 1 所示，科学松鼠会的新浪微博头像

与品牌形象一致，均为松鼠 Logo，微博封面

上加注科学松鼠会的价值理念；除了基本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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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内容，认证信息之外，在简介处增加了微信

账号信息，继续向新媒介平台扩展；在友情链

接处提供网站及其他相关平台或主题内容链

接，较好地整合了信息资源，充分利用了网络

多媒体联动的形式；公告栏处标明了“不是商

业微博”的媒介定位，提供业务联系的邮件，

便于信息管理分类；微博页面设有留言板，作

为便捷互动途径，提高了与受众的互动效率。

科学松鼠会所关注的微博对象共有 400 余

人，主要分为以下五类：公共机构，如中科院

之声、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凤凰科技等；大

众媒体，如广州日报、看天下、扬子晚报等；

个人科普者，如张思莱医师、疫苗与科学等；

罗永浩、张泉灵、马伯庸等各行业的公众人

物；内部成员，如小姬、姬十三、瘦驼、苏椰

等人。可见科学松鼠会微博关注了科学传播的

上下游链条，既注意了专业信息来源的搜集与

建设，也关注着大众媒体及公众人物。

从微博统计上来看，科学松鼠会微博经历

了起步阶段和上升阶段，目前处于相对平稳的

发展时期。
1.1 微博起步阶段

2009 年可以看做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的

起步阶段。如图 2 所示，总体上数量较少，逐

月增加，在 12 月达到峰值，高达 218 条。但

纵观 2009 年的微博科普，摸索痕迹较为明显，

首先微博字数较短，许多内容是从网站文章中

摘出的一句话，没有充分利用微博的有限空

间；其次形式不完整，内容有联系的微博缺乏

统一标记，无法体现连续性；最后，微博直播

缺乏清晰说明，没有开篇与结束微博。因此

2009 年的微博科普整体传播效果也较差，微

博转发评论数都较低。

1.2 微博发展阶段

2010—2011 年，可以看做科学松鼠会微

博科普的发展阶段。如图 3、图 4 所示，从数

量上看，这两年科学松鼠会的微博数波动较

大，存在明显的信息高点和信息低点，尤其

2011 年 8 月 44 条微博的数量，更是接近了

2009 年开博之初的状态，规律性不强，缺乏

稳定性。结合内容来看信息高点往往伴随详细

完整的微博活动直播，信息低点则缺乏原创的

主体内容和微博直播，以转发为主。

1.3 微博稳定阶段

2012—2013 年，科学松鼠会的微博传播

进入稳定期，如图 5、图 6 所示，除个别信息

低点 （节假日） 外，近两年科学松鼠会微博数

量整体趋于稳定，可见科学松鼠会已经建立了

较为规律的微博传播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

规模。这种规模的稳定和规律的形成，有利于

展示固定的传播习惯，建立独特的传播模式，

图 1 科学松鼠会新浪微博

图 2 科学松鼠会 2009 年新浪微博数量走势图

图 3 科学松鼠会 2010 年新浪微博数量走势图

图 4 科学松鼠会 2011 年新浪微博数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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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科学松鼠会微博价值分析表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8 月）

微博原创率

94.70%

79.04%

66.41%

51.97%

47.04%

图片使用率

3.43%

13.84%

58.69%

170.79%

87.97%

链接使用率

37.07%

38.30%

60.67%

123.93%

76.61%

强化受众的阅读黏度。

根据数量规律显示，随着微信等其他新媒

介的冲击，可以预计科学松鼠会的微博科普将

进一步趋缓。从目前来看，2014 年的微博数

量截止到 11 月还不足 1000 条，其原因一方面

是微博平台本身受到的媒介市场挤压，另一方

面也是科普传播更趋向于多平台的内容整合。

2 科学松鼠会微博价值分析
微博的原创性在两个维度上能反映出微

博的核心水准和开放性，既能体现出传播内

容的科学性、专业性，也能从另一个角度体现

微博科普的互动性和求证性；微博图片能弱化

科普微博的“专业壁垒”，增强科普性微博的

“第一眼效应”和对受众的吸引力，并能辅助

科学内容的理解；微博链接强化了信息的附

加值和内容完整性，使得微博科普避免受到

140 字碎片化传播模式的解构，对以上三个因

素进行价值分析，结论如表 1 所示。

科学松鼠会微博的原创率呈逐年下降趋

势。2009 年高达 94.7%，之后逐年减弱到

50%左右，但在科学松鼠会转发的微博中，有

56.24%的转发微博是转发自己曾经发布的微

博，另外大多数是转发自己团队的微博，并在

转发时添加科普性评论或信息，使得转发微博

形成了二次科普或多次科普的效应，强化了科

普深度，有利于科普效果的达成。可见科学松

鼠会的微博科普日益注重转发微博的互动性和

传播的后续效应，原创率的降低并未导致专业

水准的下降。

微博配图能在第一时间决定受众的注意力

投放点，同时能够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微博的科

普内容，是微博科普的重要构成元素。科学松鼠

会微博的图片使用率呈逐年增加趋势。2009 年

只有 3.43%的图片使用率，以文字传播为主，忽

视图片的传播效果。目前，图片的数量更多，形

式也更加丰富，不仅有科普原文中图片的使用，

专门的图片微博“科学漫画”栏目也得到重视，

定期发布，通过漫画进行生动形象的科学传播，

提高受众科学知识的消化能力。

科学松鼠会的链接使用率较高，受到微博

140 字的限制，微博的科普效果也面对质疑，

一些观点认为字数的压缩也会导致专业性的降

低，在“断章取义”中，必然对科学价值进行

瓦解。从这个角度看，链接对微博科普内容进

行了必要补充和延伸阅读，打破了“碎片化”

的局限，对于微博科普而言尤为重要，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微博内容的深度和专业价值。科

学松鼠会的链接指向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自

己的科普网站，即科学松鼠会官网；二是果壳

网、未来光维等相关网站；三是国外科普原文、

原图，这些链接强化了科学松鼠会的传播链条，

增强了科普效果。少量的部分活动报名链接、

问卷调查链接等，对于微博内容提供了必要的

详解、出处和参考，解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

3 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的内容分析
科学松鼠会的微博主题集中在科学传播

上，少量为活动、宣传、交往类信息。科学类

研究论文 柴 玥 冷 泉 高慧艳 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的可视化分析

图 6 科学松鼠会 2013 年新浪微博数量走势图

图 5 科学松鼠会 2012 年新浪微博数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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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基本都配有链接，因此在内容分析部分，

我们选择有链接指向的所有微博为内容分析

样本 （共 5240 条微博，占整体样本总量的

70.29%），点击链接，统计其链接指向分类，

指向科学松鼠会网站的，对于具有多个主题分

类的微博链接，仅统计第一个主题分类。以图

7 为例，在统计时列入健康类目。

通过以上分析，统计每年位列前五的主题

及数量，制作表 2。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专

题、健康、生物，持续 5 年位列前五，是科学

松鼠会传播的绝对主体内容；健康、生活类主

题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和饮食文化等内容息息

相关，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科学松鼠会的专

题跟随热门事件适时推出，具有较高的时效性

和关注度；近三年来，医学和心理板块日益得

到重视，其主题同样结合了生活和社会热门事

件，并与地震、碘盐等危机科普事件联系紧

密，担负了辟谣的责任。

从整体上看，位列前五的主题内容占到链

接总量的 40%—50%，占据绝对优势。但在

2012 年，主体内容比例得到了分散，仅占总

体链接数量的 20.04%，这一年天文、物理、

环境、科学漫画以及新增的议理栏目数量较

多，另有其他新增主题，可见科学松鼠会发展

过程中进行了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发布科普文

章，也开始发布新闻类内容以及趣闻段子等内

容，丰富了微博的传播类型。但从效果分析上

来看，2012 年高评论和高转发的微博内容仍

集中在主体内容部分，因此未来应在稳定主体

内容的前提下开辟新主题类目，保证科普内容

的核心价值。

4 科学松鼠会微博传播效果分析
通过转发、评论、传播链条等指标可以探

测出一定的传播效果，图 8 展示了平均每条微

博的转发和评论数，能够观测到科学松鼠会微

博科普所引起的受众兴趣。

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科学松鼠

会每条微博所引起的关注度都在不断上升，尤

其转发数的上升幅度更大，2009 年每条微博

的平均转发数仅为 2.01，而 2013 年则攀升至

698.82，即平均每条微博会有 690 余人进行转

发，平均评论数也在逐年提高，从中可以看

出，科学松鼠会微博科学传播的模式已经被受

众所接受，形成了固定的受众群和有体系的科

普矩阵，并能引起直接的二次传播效果。

在传播链条的研究中，选取两条引起高转

发高评论的主体内容类微博：

“【“喝酒脸红”的危险】 @ 林竹萧萧 ：判

别一个人是否携带缺陷基因其实回答 2 个问题

就能大致判断：①你喝完一杯啤酒 （约 180 ml）

后是不是有立即脸红的趋势？②在你开始喝酒

后的 1-2 年内，喝完一杯啤酒 （约 180 ml） 后

是否有脸红的趋势？任一答案为“是”，就可被

认为是缺陷基因携带者。http：//t.cn/zYuPBla”

（2013.3.12，34524 条转发和 7022 条评论） 此

条为健康类科普，与受众生活密切相关。

图 7 科学松鼠会链接指向示例

表 2 科学松鼠会微博链接主题（前 5位）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8 月）

专题

16

资讯

178

健康

212

生物

143

健康

155

健康

16

健康

46

生物

85

健康

120

生物

142

生物

8

生物

36

专题

70

心理

67

心理

62

公告

15

专题

40

医学

75

医学

71

医学

74

天文

8

物理

28

科学漫画

62

专题

41

专题

30

总计

63

总计

328

总计

504

总计

442

总计

461

链接比例

52.94%

43.56%

43.34%

20.04%

40.47%

图 8 科学松鼠会微博平均转发评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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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转发过万的地震“常识”都！

是！错！的！】 云彩动物显征兆、地震生命金

三角、处理伤口靠土豆、凉水扑面复苏术……

给我一张信息图示，我能粉碎六条流言。联合

制作：@ 搜狐微博 9527。” （2013.4.23，68355

个转发和 9119 条评论） 此条为危机科普，伴

随相关谣言。

对以上两条微博分别使用北京大学 PKU-

VIS 微博可视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图

9 和图 10：

图 9 中的红色节点，是引起 10 次转发以

上的 6 位关键用户，也可以视作二次传播的关

键节点。通过分析可见，在这个健康生活类的

微博科学传播中，关键节点均为普通用户，粉

丝数最多的用户“withoutu111”也仅有 191 个

粉丝；6 位关键用户的转发中，5 位都是仅转

发而不发表言论，可以看出此类微博虽然传

播范围较广，但缺乏关键的二次传播者，传播

效果停留在浅层次的“扩散”层面，也并未引

起受众的参与兴趣。

图 10 的红色节点中，左上角为二次传播

的关键用户，右侧为粉丝数较高的 V 用户。

可以看出，在危机科普中，二次传播的关键用

户以普通微博用户居多；在转发中，大多数没

有态度和观点，仅仅转发，部分表示赞同，而

“我爱学生会”在转发中抱持一种质疑求证的

态度；“社科院杨团”、作家“杨千紫”、“奎

文交警”等 V 用户引起的二次传播行为较少，

但粉丝数量较多，存在潜在的传播价值；整体

缺少大 V 用户的介入，缺乏有分量的关键节

点。由此可见，危机科普相对容易达到深层传

播效果，能够引起相关机构、名人的关注，并

在传播过程中引发热议，但仍需借助大 V 力

量抵抗谣言。

5 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现存问题
5.1 微博科普主体主动性、互动性等有待提升

2014 年科学松鼠会微博整体数量和原创

率都有所降低，可以看出传播主体主动性下

降。同时，传播主体一般仅在工作日发布微

博，节假日的时候微博发布量常常为 0，这对

微博话题的连续性有较大影响，也不利于对受

众群体的巩固。在对网友转发评论过的微博内

容进行回复时，回复的语言很少，以表情居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学传播主体在与

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倦怠心情，不能

给予受众有意义的回复，可能会造成受众的接

受心理下降。虽然面对庞杂的受众无法一一给

予回复和反馈，但可以通过提升反馈的质量，

进行更多有意义的交流。同时，科学松鼠会与

微博大 V 的互动不强，难以形成深度的传播

和扩散，应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网络大 V 互

动，尤其在破解谣言中更应该利用舆论领袖发

挥科普作用。
5.2 传播链条不完整

在活动类微博的发布中，除一些微博直

播外，许多活动常常只有预告，缺乏活动详

情以及内容介绍，在活动结束后，也没有相

应的活动互动情况的反馈，难以让受众看到

线下活动取得的有效成果，不容易形成线下

受众吸引力。线下活动的宣传，在带来线上

图 9 “喝酒脸红”的微博传播环状图

图 10 “地震流言”的微博传播环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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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良好呼应的同时，由于技术原因也产生

了一定的无效链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

低微博在科学传播方面的权威性，影响传播

效果。对于话题类微博，策划时往往缺乏相

关论证和过程组织，导致参与受众过少，策

划失败；部分话题未能统一使用“#”进行标

识，使话题微博流失了价值，受众也难以形

成系统的认知，造成科普的反复性和不连续

性，使科普效果大打折扣。

5.3 微博内容娱乐化和权威性的矛盾

网络科普在展现网络传播优势的同时，

也难免受到网络碎片化、泛娱乐化的影响，

为了迎合受众，实现广泛传播，科学松鼠会

的微博内容在语言上使用了许多网络流行用

语，对科学内容进行了加工，一定程度上增

强了微博内容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对受众有

较强的吸引力。如“科学漫画”和“萌宠鉴

定”两个专题，就较好地体现了科学和趣味

的结合。但对于一些严肃的科学内容而言，

泛娱乐化的语言会对意义产生解构和消解，

影响受众的权威判断和价值认知。此外，微

博内容对于消息来源和消息的真实性展现不

足，尤其对于辟谣类科普信息而言，如果缺

乏一定的权威性，也无法起到辟谣的作用。

一些微博在发布时提供了外文原文链接，但

受到语言理解和翻译的影响，也存在部分信

息有误的问题。在更正方面，科学松鼠会做

的比较及时，但应控制失误的数量，否则会

对微博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6 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建议
6.1 整合矩阵，稳定规模

对于大众媒体而言，微博矩阵的形成，不

仅能促成微博平台的整体规模，也可以充分利

用转发功能进行栏目推介和知名记者推介，打

造自己的独家品牌。如相关的新闻报道可以

@ 其记者或编辑，一些新闻线索可以 @ 相关

的栏目或版块，这种做法除了方便读者求证

之外，在一些重大或突发事件中，也是培养

“明星记者”，提高母媒体影响力的好方法[14]。

松鼠会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将团队成员，如在

微博上互动较多的 @ 小姬、@ 瘦驼、@ 姬十

三等人的微博进行整合，形成相关的专题，并

在网站首页上以及微博的科学传播中给出相

应的分类，便于受众了解更多的科学信息、科

普活动、成员擅长的研究领域等，提高团队的

整体品牌价值。

稳定的规模体现规律的传播习惯，传达一

种专业、严谨的科学传播精神，能提升微博科

学传播的信赖感。调查中我们发现，科学松鼠

会的微博数量逐渐趋于稳定，但也存在较大的

变化，尤其在近两年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节假

日期间发布的微博数量非常少。科学松鼠会曾

经在圣诞节推出圣诞树专题，春节推出饮食健

康类的专题，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应该

进一步结合节假日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进

行传播，填补“信息空隙”。

规模的稳定还有赖于主体内容的稳定，科

学松鼠会微博的主体内容是与受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健康、医学、心理等生活化科学信息及

时效性较强的热门专题，这些主体内容也是其

核心价值所在。这类科学传播内容不艰深晦

涩，也易于采用口语化、形象化的写作方式，

对受众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有很强的实用

价值。能否满足普通大众的信息需求，是大众

会否持续选择接触这些媒介的关键[12]，建议将

此类内容比重稳定在 50%左右，增强受众对

科学传播的兴趣和黏度。

规模的稳定还需固化稳定的受众群体。一

方面形成规律的发布和稳定的微博内容，培养

受众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也要增强与受众的

互动，不仅通过线下活动，在线上也要适当比

例地提高对受众的回复和转发评论，使受众体

会到自己的存在感和重要性。
6.2 重视微博直播，完善传播链条

科学传播活动是科普中最直观、效果也最

好的一种方式，亲身参与亲身体验能够强化传

播效果，尽管因为地域的原因，参加过其线下

活动的人数非常有限[10]，但微博直播活动能提

供一种“围观”机遇，继而引发话题，引起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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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古朴的涵芬楼，可爱的进化论，风度

翩翩的龙老师，晚冬，大家静静的在听。人

文，理工，大家不管什么专业，此刻都在思考

演化论。”这样一条微博，将地点、主题、嘉

宾和观众的基本概况都用具有画面感的形容

词概括出来，能迅速引起受众兴趣，使得科学

传播具有接近性和新鲜性，达到吸引受众、有

效传播的目的。科学松鼠会在 2011 年有多次

成熟、成功的微博直播活动，图文并茂地推出

了线下活动，也捧红了一批曝光量较大的成员

和个性鲜明的科学工作者，但 2012 年之后，

对于活动的直播逐渐减少，缺乏完整性和必

要的细节。线下活动的反馈不仅仅是对活动

传播效果的总结，也是对活动今后发展的重

要借鉴。往往受众在看到线下活动的反馈的

时候，能对微博的线下和线上活动的互动有

一个初步直观的了解，并能够在线下活动的

总结中看到线上没有的科学内容。建议科学

松鼠会重新认识微博直播科普活动的作用，

进行完整、生动的微博直播，将线上科学知识

价值和线下的科普活动价值有机结合，完善线

上线下的传播链条，实现优势互补。
6.3 改善危机科普

危机科普突发性强，关注度高，往往伴随

次生谣言，且谣言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强度

大，因此危机科普首先要强调时效性。尽快发

布科学消息，使受众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发生，影响如何。在这方面，科学松鼠会的微

博科普做的比较成功，由日本海啸引起的核辐

射再到碘盐谣言，科学松鼠会都非常快速地进

行了文章的写作与整理，形成专题及时推出，

反应迅速且文章密集，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

释疑。

其次，要注意对消息来源的确认。以碘盐

事件传播的一条微博为例：“【目前并无数据

证明核污染会影响中国，请大家先不要忙着

吃碘盐 / 任何含碘药品 / 买口罩】 @ 卑劣的下

岗君 ：千万别去自行购买 （碘剂）。也不要相

信网上传播的什么抢购口罩之类的。中国有

完善的辐射保护体系。在高精尖事务上，中国

不比国外差。”这条微博以直接叙述观点和告

诫的方式进行科普，但没有涉及消息出处，

来源，证据等，这在危机事件混乱的舆论场

中，难以突出，也很难战胜谣言的传播，人

们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也许更容易相信谣言。此前也有相关的读者

调查表明，读者认为科学松鼠会“不够权

威”[15]。因此在危机事件的传播中，科学松

鼠会应在微博写作中突出强调消息来源，增

强信息的权威性。

第三，危机科普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目

前，科学松鼠会的危机科普以文字为主，链接

多指向文章合集列表，缺乏直观效果。要达到

最好的危机科普传播效果，应将科学知识与科

学漫画、科学实验、微访谈等相结合，考虑受

众的不同层次和阅读习惯，避免受众因为科学

知识的专业性而产生接受障碍。同时在设置链

接时，也可以结合大众媒体进行科普传播，如

相关的电视节目、报道、采访等，扩大有效传

播范围。

第四，危机科普要注意互动性。危机科普

要对抗谣言，首先要保证信息获得关注，只有

构建传者—媒介—受众三维互动模式，才能提

高科技传播的效果，实现主体与受众间信息的

高效流通[16]。从上文的分析图可以看出，科学

松鼠会的危机科普缺乏大 V 用户的主动介入，

大 V 用户粉丝量巨大，既是受众，又是媒介，

潜在的传播效果也更值得期待，因此在危机科

普中，科学松鼠会应在转发科普微博时主动

@ 知名大 V 用户，助推科普传播，抵抗谣言

的影响力。以“地震三角”的谣言为例，每年

在微博上都会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在发生地震

的时间段，更是甚嚣尘上，科学松鼠会对此虽

然早已进行辟谣，但却远没有达到制止谣言的

效果，因此要真正“使科学流行起来”，就必

须放下科学传播者自上而下的“身段”和立

场，主动进行互动，通过大众媒体、明星、名

人的微博平台进行科普。

在网络新媒体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媒

体的科普速度和传播效率已经无法完全满足

研究论文 柴 玥 冷 泉 高慧艳 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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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需求，亟须通过网络科普的发展来填补

这一空缺。科学松鼠会作为发展较好、较快的

新媒体科普组织，在微博科普中，它的经营模

式、传播链条的设置、传播内容的选择和革新

模式、以及受众的拓展途径无疑为同行业的发

展提供了借鉴经验，也为我国网络科普的发展

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科学松鼠会微博的现

存问题，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通过

对科学松鼠会微博科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期

待科普和新媒体的融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

入，让受众在网络新媒体时代看到流动的、生

动的科学，领悟科学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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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要求

这里所说的论文参考文献，指的是文后参考文献，即为撰写或编辑论文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所

谓参考文献著录，即在论文中，凡是引用前人已发表的文献 （包括作者本人之前发表的） 中的观点、数据和

材料等，一般都要对其在文中出现的地方予以标注，并在文后依次列出论文所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论文参

考文献著录，要求采用标准化的著录格式 （详细标准请查阅 《科普研究》 网站“投稿指南”中的文件 GB/T

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国际推荐两种著录制度，

本刊所采用的为顺序编码制，其要求为：在引文处，按照文中所引用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次序，用右上角标

[1]、[2]、[3]……连续编码，并与文后参考文献编码一一对应。

以上是对研究论文的写作指南，除此以外，本刊还设有“学术随笔”、“人物”、“科普创作”、“书评”、

“观点”等栏目，这些栏目文章与学术论文在写作格式上有所不同，详情可参阅 《科普研究》 往期刊物中各栏

目的文章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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