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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传播学家和社会学家

哈罗德·拉斯韦尔把传播的基本过程概括为

5W 模式，即“谁 （Who）？对谁 （to Whom）？

经过什么渠道 （in What channel）？说了什么

（says What）？引起了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

fect）？”[1]。科普是“科学传播”工作在我国的

特殊体现形式，也遵循这个基本模式。在科普

工作的过程中，科普创作就是通过文字、图

片、动漫、多媒体交互、视频、游戏等多种方

式把科学知识向普通民众说清楚，说明白，达

到普及的目的，即生产科学传播的内容 （say

What）。科普创作是科学传播的核心部分，没

有内容就没有传播。科普创作的过程还与传

播过程中的主体、受众和传播渠道息息相关。

CiteSpace Ⅲ是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基于 Ja-

va 平台及共引网络①理论，适用于多元、分

时、动态复杂网络分析的、支持文献数据导入

的开源知识图谱软件。其以可视化图形展现并

识别学科前沿及其演进路径、经典基础文献，

辅助用户挖掘、分析科学知识及其相互关系，

并通过关键词聚类和突变词②探测来确定领域

研究热点和趋势[2]。此外，还可进行作者合作、

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作者共被引、文献共

被引等分析[3]。

本文使用 CiteSpace Ⅲ对 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国科普创作研究文献中的关键

词进行词频统计和分析，以此揭示科普创作的

研究热点和研究现状，厘清目前科普创作研究

的优势和不足，探寻科普创作研究未来的发展

趋势和合理的研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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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 为文献数据来源，用 CiteSpace 芋的关键词共词聚类和突变词检测功能，分析了新世

纪以来我国科普创作研究的现状。研究表明，使用 CiteSpace 芋对 CNKI 进行文献批量分析总结得到研究热点及演变特

点的方法是十分可行的。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得到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普创作研究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六类：（1） 代表性

科普图书和作品研究；（2） 学科科普创作研究；（3） 科普创作方法与规律研究；（4） 对著名科普作家的研究； （5） 科

普作品的出版与传播研究；（6） 科普创作人才的研究。根据文献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对未来科普创作研究提出了对

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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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共引网络在此处是指学术文章之间相互引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
②突变词是指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出现频率突然增加的分析词，在本文的分析中主要指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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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工具与方法
研究以中国知网 （简称 CNKI） 做为文献

数据来源，通过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

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数据

源，以“科普创作”或“科普作品”为检索

词，用主题方式进行检索，去除相关性较低的

文章、报纸、通知、纪要、广告等内容，得到

342 篇相关性较高的研究论文 （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4 日，检索文献时间跨度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然后将这

些研究论文的基本信息导入 CiteSpace Ⅲ中进

行分析。

共词分析法最早由法国文献计量学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提出，基本原理是统计

一组词两两出现在同一文献中的次数并基于

此进行聚类，通过分析词所代表学科和主题

结构深度剖析当前研究热点[4] 。本文基于

CiteSpace Ⅲ和共词分析法，用路径搜索算法

生成主题词和作者共现网络，分析研究热点及

相关学者；用突变词检索算法探测突变词及其

突变率，分析研究前沿；生成关键词时区视图

以分析研究热点与前沿的

演化，最终揭示我国科普

创作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2研究结果分析
利用 CiteSpace Ⅲ 共

词共现分析系统的统计功

能，结合 Excel 分析，对

我国科普创作研究相关文

献进行统计，对高频关键

词、代表作者与研究单位

进行统计，同时对高频关

键词相似矩阵进行聚类分

析，以探究我国科普创作

研究的热点。
2.1 高频关键词、代表作者

与研究单位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

精髓，是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的凝练和概括，可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

热点问题，可以将关键词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

一个重要指标。某个关键词出现得越频繁，表

明该学科对其关注度越高，高频关键词常被用

来确定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图 1 是使用

CiteSpace Ⅲ 生成的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其

中，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间连线颜色和粗细

表示关联年代及关联度，不规则颜色块表示关

键词聚类簇。通过对检索得到的 342 篇有效文

献关键词进行统计，得到关键词 623 个。可见

关键词分布较为广泛，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两个

互不重复的关键词，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

有二：一方面是此领域的研究热点不集中，从

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可以看到，该共现网络呈

不规则星形结构，聚类效果不明显，共现网络

边缘有较多聚类簇的向中心度较低，且此网络

以外还有较多点状分布的无法聚类的关键词

（图中未显示），研究较分散；另一方面关键词

不规范不统一也是导致关键词统计量大的原

因，如公民科学素质，就有“公民科学素质”、

“公民科学素养”、“公众科学素质”、“公众

科学素养”四种说法。

图 1 科普创作研究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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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现图谱整体较为分散，也可以看

到，黑色字体的关键词，如“科普创作”、

“科普作品”、“科普工作”、“科普作家”、

“科普工作”等具有较高的中心性及频次，是

关键节点，其他关键词节点星形分布在其周

围。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合并同义词

（如上文所述公民科学素质的四种说法）、删除

涵义过于宽泛 （如“工作使命”、“服务部

门”、“ppt”等）、或明显与主题无关 （如

“含而不露”、“音乐才能”、“聪颖过人”等）

的关键词，进行规范处理之后，得到 332 个关

键词。表 1 按频次进行降序排列，列出了排在

前 30 位的有效高频关键词。通过表 1 可见，

这30 个高频关键词的累计百分比达到 80%以

上，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代表近年来我国科普

创作研究的热点。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统计，可

以初步反映我国科普创作研究的热点。

本文进一步使用 CiteSpace Ⅲ 对高频关键

词相似矩阵进行聚类分析，把联系密切的关键

词聚成一类，以表示某一研究领域的组成。聚

类结果在图 1 中已有体现，共 29 个聚类簇，

大于 10 的聚类簇有 17 个，大于 20 的聚类簇

10 个。结合高频关键词对聚类簇进行进一步

的分析和归纳总结，得出，2000—2016 年我

国科普创作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六类：

（1） 代表性科普图书和作品研究；（2） 学科科

普创作研究，主要是医学、气象、健康与卫生等

领域；（3） 科普创作方法与规律研究；（4） 对

著名科普作家的研究；（5） 科普作品的出版与

传播研究；（6） 科普创作人才的研究，如科学

家和科技工作者等。

新世纪以来，科普创作研究领域的文献经

筛选后总共 342 篇，数量并不多，表明该领域

本身只是一个边缘科学，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热

点领域。本文按发表文章数量以降序的方式，

分别列出了排在前十位的作者和研究单位③，

见表 2 和表 3。其中排在前两位的作者李正兴

和汤寿根发表了超过 5%的研究文章，排在前

十位的作者所发表的文章超过了总文献数量

的 15%。而排在前两位的研究单位中国科普

研究所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发表了近 10%的

文章，排在前十位的研究单位发表的文章接

近了总文献数量的 20%。这说明该领域的研

究团队较为集中和固定。进一步分析排在前

十位的研究单位，发现中国科普研究所、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广

东省科普作家协会、江苏科技馆、广东省科

协六个研究单位均是中国科协下属的研究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李正兴
汤寿根
尹传红
崔磊
李穆
刘伟娜
胡继飞
温长路
陈晓红
张继红

频次
10
8
5
5
5
5
4
4
3
3

百分比（%）
2.9240
2.3392
1.4620
1.4620
1.4620
1.4620
1.1696
1.1696
0.8772
0.8772

累积百分比比（%）
02.9240
05.2632
06.7251
08.1871
09.6491
11.1111
12.2807
13.4503
14.3275
15.2047

表 2 科普创作研究代表作者

③未考虑合作撰文，作者或研究单位缺失的情况，按照绝对数量进行近似计算，分母均为文献总数量 34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关键词
科普创作
科普作品
科普作家
中医药科普
科普工作
科普事业
科普作家协会
科技传播
科普图书
科普文章
出版
高士其
科普工作者
气象科普
科技工作者
公民科学素养
新媒体
医学科普
科学家
中学生物
科普资源
人文精神
科普教育
卫生科普
中国科普研究所
科技发展
科学普及
科学技术知识
健康教育
信息化

频次
217
157
68
40
32
31
30
29
25
24
23
22
21
16
15
13
13
13
11
11
10
10
9
9
8
8
8
7
7
7

百分比（%）
19.4969
14.1060
06.1096
03.5939
02.8751
02.7853
02.6954
02.6056
02.2462
02.1563
02.0665
01.9766
01.8868
01.4376
01.3477
01.1680
01.1680
01.1680
00.9883
00.9883
00.8985
00.8985
00.8086
00.8086
00.7188
00.7188
00.7188
00.6289
00.6289
00.6289

累积百分比（%）
19.4969
33.6029
39.7125
43.3064
46.1815
48.9668
51.6622
54.2678
56.5140
58.6703
60.7368
62.7134
64.6002
66.0378
67.3855
68.5535
69.7215
70.8895
71.8779
72.8662
73.7646
74.6631
75.4717
76.2803
76.9991
77.7179
78.4367
79.0656
79.6945
80.3234

表 1 科普创作研究高频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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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研究单位
中国科普研究所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河北省地震局
河北科技大学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
广东省科普作家协会
广东教育学院生物系
中华中医药学会
江苏科技馆
广东省科协

频次
19
14
5
5
5
4
4
4
3
3

百分比（%）
5.5556
4.0936
1.4620
1.4620
1.4620
1.1696
1.1696
1.1696
0.8772
0.8772

累积百分比（%）
05.5556
09.6491
11.1111
12.5731
14.0351
15.2047
16.3743
17.5439
18.4211
19.2982

表 3 科普创作研究代表研究单位

图 2 我国科普创作年文献量变化图

图 3 我国科普创作研究关键词时区视图

位，这说明中国科协成为科普创作研究当之

无愧的主力军。

2.2 研究前沿与热点演化分析

图 2 是我国科普创作年文献量变化图。从

2000 年至 2016 年，科普创作研究总体呈增长

趋势，自 2007 年开始，科普创作研究文献的

数量明显增长，这可能是由于 2006 年国务院

颁布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

2010—2020 年）》 （以下简称 《科学素质纲

要》） 的促进作用。2009 年和 2014 年文献量

各有一个峰值，这两年正好是“十一五”和

“十二五”的倒数第二年，因此这个峰值可能

也是由于相关政策原因引起的。可见，我国的

科普创作研究受相关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

为更好地展示研究热点与前沿的演化过

程，本文用 CiteSpace Ⅲ 生成热点与前沿词汇

的“Time Zone”时区视图，如图 3。其中，节

点及其大小表示热点术语及其出现次数。分

析可大致得出国内科普创作研究热点与前沿的

演进过程及发展趋势：科普创作的成果形式是

科普作品、科普图书等，这些都是科普事业和

科普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科学院是国家

直属的科学研究基地，是科技成果的发源地，

是科技知识生产的源头，拥有重要的科普资

源，中国科协是国家指定的科普研究和工作单

位，因此从 2000 年开始，以上这些作为科普

创作研究的核心，始终受到充分关注；2005

年至今，由于正值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第七次测

评，将科普创作与直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相联

系的研究增多，同时科普创作也开始注重人文

精神方面的内容；2004—2010 年间，针对特

殊人群的少儿科普和中学生物科普，以及中医

药科普、气象科普等学科科普明显增多，这一

方面与 《科学素质纲要》 所提出的针对重点人

群进行科普的措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年的

时事有关，例如气象科普增多与 2008 年南方

大雪灾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2010 年至今，

三个很明显的研究热点转变，第一，少儿科普

图书事业发展壮大，针对少儿科普的科普创作

研究相继发展，科学童话进入研究文献的关键

词；第二，将科普创作与新媒体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联系起来，主要研究新的媒介载体下科普

创作应该如何发展；第三，开始对科普创作本

身开始研究，如科普创作方法、科普创作规

律、科普创作人才等，而之前更多集中在对著

名科普作品和科普作家的研究，可以说这一时

期是科普创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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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与讨论
3.1 CiteSpceⅢ与 CNKI 数据库

前文已述，作为一款优秀的文献分析软

件，CiteSpceⅢ使用的是共引网络理论，通过

上文对我国科普创作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进行分析，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分析

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多来自于

CiteSpceⅢ工具与 CNKI 数据库的数据体系之

间不匹配而引起的。如，（1）CNKI 数据库中

参考文献并没有生成有效链接，文献与文献

之间没有共引关系，无法进行共引分析，只能

进行关键词共词分析，而文献之间的共引分析

是 CiteSpceⅢ的最主要的理论支撑之一，它能

够提供更加细致深入的数据，来真实精确地

揭示研究热点与演变；（2） 用 CiteSpceⅢ所初

步抓取出来的关键词是较为凌乱的，有较多

同义词、涵义过于宽泛的词和明显与主题无关

的词，需要人工进行规范处理，可能会引起分

析误差；（3） 在对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进行聚

类分析时，聚类的初步结果较为凌乱，聚类簇

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也需要进一步进行人工

分析和归纳总结，这跟关键词凌乱是同一个原

因，因为 CNKI 数据库中的中文期刊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关键词库，很多作者在撰写文

章时对提取关键词并无太多经验，所拎取出

来的关键词常常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如上文

所述的“公民科学素质”的四种说法，以及

“工作使命”、“含而不露”、“聪颖过人”等。

从以上三个角度来讲，CNKI 数据库的数据不

完整和不规范是造成使用 CiteSpceⅢ进行文献

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尽管如此，CiteSpceⅢ

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文献分析工具，毕竟它解

决了对大量文献数据的提取和分类的问题，这

些使用人工分析的方式是很难办到的。
3.2 研究热点分析的局限性与补充

上文已通过图 3 即我国科普创作研究关键

词时区视图，分析得出了我国科普创作研究热

点的三个阶段的特点。图 3 中所展示的关键词

及其位置均为高频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如“科普创作”和“科普作品”等高频关键词

在 2000 年首次大量出现之后，2001 年之后便

不在图中反映，因此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

仅能提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的出现，并不能非

常充分地显示出每一个时间段的主要研究内

容。尽管节点间的连线能够表明一些关键词研

究的连续性和相关性，但这些连线定量性差，

较多连线相互重叠在一起也非常影响结果的

分析。因此图 4 列出了年度高频关键词的时区

视图，这个视图是根据每年的高频关键词统计

数据进行人工绘制的④。

将图 3 和图 4 结合分析，发现三点可以对

于上文科普创作研究热点演变作为补充的结

果：（1） 对科普作品和医学科普的研究是贯穿

始终的，其中，中医药科普在 2006—2010 年

是科普创作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后逐渐削

弱。中医科普研究增多是我国科普创作研究的

一大特点，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舆论界的“中

西医之争”有关，某些人给中医贴上“不是科

学”的标签，为了辩解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中

医科普创作被委以重任来试图消除这些对其

不利的言论；（2） 在 2007—2008 年，对科普

作品的翻译研究受到关注，经过精读文献，发

现此处的科普翻译主要是引进国外优秀的科

普资源，而在 2010 年也有有关科普翻译的研究

小热点出现 （在图中未显示），但此时是在繁荣

少数民族科普创作的语境中的研究。（3） 2014

年，关于科普创作方法、技巧与问题的研究论

文较多，根据对文献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研

④本文认为关键词“科普创作”在文献中过于普遍，并无时区分析价值，为求简洁将其省略。

图 4 我国科普创作研究年度关键词时区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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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献多来自于 2014 年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

的会议文章，可见，研究人员之间有目的的交

流将促进研究的进展。
3.3 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共词可视化的框架分析与研究

结果，在进一步精读相关重点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详细分析总结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普创

作的研究现状，对科普创作研究提出以下六

点发展建议。

（一） 加强科普创作方法和规律的研究

尽管对于科普图书的研究在数量上占绝

对优势，但仅限于著名科普图书和科普作家

的研究，对于科普创作方法与规律的研究则

并不深入和全面，未来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

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 新媒体形势下，

科普作品不仅限于图书，还包括视频、动漫、

多媒体交互、游戏等更多的呈现方式，对于图

书和新媒体科普作品的创作方法研究应加强；

（2） 随着科普平台的变化与发展，科普创作的

人才、内容、受众、目标等均发生变化，因此

应该把新媒体形势下科普创作所呈现的新发

展与新规律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以引导整个

科普创作领域的良性发展。

（二） 加强科普创作人才培养模式与方法

的研究

科普创作人才的数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

科普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结合关键词时区视

图分析，发现我国科普创作人才研究主要集

中于对科学家群体的呼吁，以及对科普人才

的培训研究，存在一些盲区和不足：（1） 除科

技部出版的 《科普统计》 的少量数据以外，对

于当前我国科普创作人才的结构分析研究极

其缺乏。分析我国科普创作人才的结构与结

构发展演变，有利于全面把握和引导科普创

作人才的流动与发展，并找出重点人群进行

培养。（2） 对优秀科普创作人才的履历与科普

创作历程研究，尤其是对青年科普创作人才

和科学家参与科普创作的研究缺乏。分析科普

创作人才的创作历程有助于找到促使他们从

事科普创作的主要原因，以便于更好地发展

和培养优秀的科普人才。（3） 典型案例类的详

细实证研究缺乏。例如以近几年飞速发展的信

息技术催生的微博和微信平台为依托，已有形

式多样的科普创作人才培养模式非常值得深

入研究和借鉴。

（三） 科普创作研究需注意学科均衡发展

和多种人群兼顾

目前学科科普创作集中在医学、健康、卫

生、气象、地震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

但以上这些领域显然太过狭窄。我国的科普工

作已经从生活常识普及转向基础性和前沿性科

学知识，以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普及。从

公民科学素质的角度来讲，提高公民的综合素

质，不是培养科学特长，随着基础科学的飞速

发展，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不明显，各学

科相互融合的大科学理念已越来越被推崇。因

此科普创作也应该主动学科均衡与学科融合。

《科学素质纲要》 依据人群性质，将其划

分为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

部和公务员以及社区居民五个重点人群，并分

别提出了科学素质行动指导和支持，同时也强

调了少数民族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与科学素质

工作一样，科普创作也应该分析受众的特点，

以受众的需求为指导。目前我国公民结构复

杂，不同人群知识水平、关注点和接受能力都

不同，对科普作品内容、难易和形式的喜好也

不一样。在科普创作研究时要充分分析主要公

众群体的特征，以期指导科普作品能更精准地

符合特定受众人群的需求。

（四） 需加强科普创作语境下的科幻作品

创作研究

2015 年 8 月 23 日，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

《三体》 获雨果奖，2016 年 8 月 21 日，80 后

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作品 《北京折叠》 获

雨果奖，持续掀起了我国科幻创作的热潮。在

此之前，科幻作品通常被称为科幻小说，属于

小众文学。近年来，科幻作品的科普功能再次

被强调，科幻创作也成为科普创作的重要内

容。目前有关科幻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幻

电影的研究，以及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作

品进行有关语言、审美、伦理、现代反思和翻

译等方面的赏析和研究，亦有少量研究关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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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作品的科学传播和教育意义。在科普创作语

境下对科幻作品进行相关研究，能够充分发挥

科幻作品的科学传播和教育功能。进一步地厘

清和分析科幻作品的科普作用，研究科幻创作

方法和规律，也能指导科幻作家创作更多更优

秀的科幻作品。

（五）新媒体形势下科普创作多样化的研究

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给信息传播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影响，信息传播渠道的扩展也给

科学普及工作带来了积极作用。数字技术的

发展使科普作品不局限于出版的图文和音像

制品了，网络视频、多媒体互动、游戏、虚拟

现实增强技术等都被应用到科普中，大大提

高了科普作品的可读性，并扩展了科普作品

的传播范围；由于自媒体的发展，发布信息的

成本降低，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创作科普内容，

科普人才队伍扩大化，且呈着年轻化的方向

发展；科普作品的形式没有以往规范，但模式

却变得更灵活，往往一篇好的科普文除图文

外，还包含大量动图、视频、甚至自绘的示意

图，大大增加了通俗性和趣味性；传统媒体和

互联网等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发展也在继续，如

各地的科技馆几乎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

数字科技馆平台。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努力推

进科普信息化的工作。如何让新的科普作品能

与新媒体、媒介融合、乃至科普信息化有机结

合，也是科普创作研究亟待关注的重点内容。

（六） 重视对科普创作政策的研究

由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以及科普创

作文献年数量分析可以发现，科普政策的激

励对科普创作研究有明显的正相关作用。但

目前并未有科普创作政策或者科普政策如何

对科普创作产生影响的细化研究。李源潮在

2015 年 9 月与科普科幻创作者代表座谈时发

表了“繁荣科普科幻创作，为实现中国梦注

入科学正能量”的讲话，提出“各级科协组

织要大力支持科普科幻创作，宣传表彰先进

典型，鼓励发展影视、互联网等科普产业，

开创中国科普科幻事业新局面[5]。”可见，我

国有意在政策上进一步激励科普创作，只有

详细分析国内外科普创作相关政策，以及政

策与科普创作之间的规律，才能指导制订更

有效合理的政策。

4结语
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 CiteSpace Ⅲ仍然

是目前进行文献分析研究的重要工具，用其进

行新世纪以来科普创作研究的文献分析，能够

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果。这种分析工具和方法

值得进一步在科普相关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推

广应用。根据分析结果，我国科普创作研究较

为滞后，相关研究工作人员应该加大研究力

度，多出研究成果，为科普创作工作做出有力

的引导，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科普作品，提高

我国公民的科技素质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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