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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为了认识我国新媒体科学传播的现状，本文对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号进行了量化分析，以了解其科

学信息传播内容和信息表现形式。结果表明，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出现拓展了科学传播的传播渠道。科学类

微信公众号在科学主题上均比较多元，同时也积极使用图片、动图和视频等多媒体元素以提高文章的生动性，

在内容建设和信息形式方面是积极向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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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大众传播媒

介是公众离开正规学校教育后接触和认识科

学新知的重要途径，媒体将增进民众对基础

科学知识的了解，也可以通过提供多元的观

点让公众在面对利益、风险时有能力进行是

非判断，特别是一些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社

会性科学议题如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环

境污染等。其次，其他社会科学教育（比如

各类博物馆）所接触到的大众，很多本来就

对科学有兴趣 [1]。可见，对于公民尤其是处于

学校体制教育之外的民众而言，科学素养的

形成很大一部分需依靠媒体。相应的，各种

不同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要为公民科学素养

的培养承担责任。

除了期刊、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外，

科学传播工作者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科学传

播工作，如中国科普网、蝌蚪五线谱等科学

网站；新浪科技、腾讯科学等大型网站的科

学频道；民间科学组织科学松鼠会、科学网

博客等科学类博客；果壳网等泛科学社交网

站以及中国科协和百度公司主办的科普中

国·科学百科等。而随着以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和数字移动电视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与科普的融合创作也

在快速发展，出现了通过科普类 APP、微信

平台等进行的科学传播活动。

针对移动互联网科普，有研究指出微信已

经成为科普兴趣传播扩散的主阵地，超过 86%

的内容分享通过微信完成 [2]。而基于微信信息

传播的类型，研究者孙静提出了微信科学传播

的模式，即“以科普微信公众账号为核心，微

信群与朋友圈为两翼的全方位辐射互动”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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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播新模式。其中，科学类微信公众号被认

为是微信科学传播的核心 [3]。由此，本文采用

内容分析法对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号进行量化

分析，思考其科学信息传播内容和信息表现形

式，研究结论将有助于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科

学内容选择和合理运营。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样本

本研究以“清博大数据”为数据来源，

公众号名称

果壳网
环球科学
ScientificAmerican
科学松鼠会
科普中国
科学大院
酷炫科学

微信号

Guokr42

huanqiukexue

SquirrelClub
Science_China
kexuedayuan
SciencePorn

认证信息

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环球科学》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哈赛科技传播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个人

其他说明
带 媒 体 属 性 的 泛 科 技 兴 趣 SNS 果 壳 网
（Guokr.com）开设的微信号
《环球科学》杂志开设的微信公众号

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官方微信号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方微信号
中国科学院官方科普平台
果壳编辑窗敲雨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1

2

3
4
5
6

表 1  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分析样本一览

科学主题

生命科学

农业与食品科学

医药与公共卫生

工程技术

地球与航太科学

信息科学

二级主题
动物、植物、微生物、细胞 / 分子、遗传 / 演化、生态、
生理
农业、林业、畜牧、水产渔业、食物

医学、中医药、药学、公共卫生

机械、仪器、电气、土建、水利、测绘、交通运输、能
源动力、化工、制药、地矿、纺织、轻工、武器、材料
资源、环境、气象与大气、海洋、水文、地质、古生物、
地理、航空航天、天文

计算机、电子、通信、人工智能及机器人

举例
每年春天，都有人对着一树海棠赞叹：多美的
樱花啊（2017.4.5）
转基因安全吗？几个问题带你了解（2017.3.28）
猝死到底能不能预防？为了健康，有些事你一
定要知道（2017.3.2）
文字时钟——讲真，哪个蛇精病发明的这玩意
儿（2017.2.23）
NASA 那 7 张系外行星“高清大图”，到底是
不是瞎画的（2017.3.4）
照片变油画算啥？这个超有病滤镜，能把名画
还原成照片（2017.4.6）

表 2  科学主题分类及描述

遵循以下标准进行分析样本的选择：（1）公众

号是综合性的以科学报道为主要内容的微信

公众号，针对特定的科学主题（如航天航空、

健康医疗、气候与环境等特定领域）的科学

类微信公众号不在选择的范围；（2）借鉴罗伯

特（Robert K. Yin）关于“质性研究对象应具

有较好典型性与代表性”[4] 的观点，从企业、

媒体、科协、科研院所、NGO 及个人类型的

公众号中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众号作为分

析样本，样本公众号概括见表 1。

本研究以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时间段，对这 3 个月共计 89 天中样本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所有文章进行全样本分析。

本研究取广义上的科学新闻研究路径，不仅仅

局限于科学研究相关的科学新闻，只要与科学

相关的新闻内容均予以分析，但排除宣传类、

广告类、科普活动类以及人文、科幻等内容。

1.2 内容分析编码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分析文本进行结构化

编码，数次修改确定类目分类后开始编码，

编码工作由笔者独立完成。编码规则如下：

本研究内容分析类目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

为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的基本资料；

第二部分为科学内容分析；第三部分为信息

表现形式和其他。具体情况如下：第一部分

为文章的基本资料：包括公众号名称、发布

日期、是否原创、字数长度；第二部分分析

信息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研究类目包括科学

主题、科学报道内容类型。

科学主题的区分根据已有文献，辅以研

究人员在资料阅读过程中的观察与经验整理，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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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科学报道内容类型

及定义说明整理见表 3。

科学报道内容类型

科学知识

科技产品

社会议题

科学家

其他

定义
科学理论（科学原理、事实或现象
的介绍、研究动态、解释、评论、
推荐、回顾）、技术、科学议题
科技产品的研发、介绍、推荐、生产、
营销、测评
由当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所引起的
一系列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经济
发展紧密相关的社会性问题
科学家介绍、访问、获奖、去世等
科技政策、科学评选、科技图书与
期刊等

注：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科学报道内容类型及定义

科学主题
基础科学

其他科学

二级主题
数学、化学、物理、心理

考古、法证、性情、综合、其他

举例
关于 π，你不知道的 3×1×4 个真相（2017.3.14）

续表 2

注：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案例来自“果壳网”微信公众号。

第三部分分析科学报道中的信息表现形

式，包括标题生动性、文章中图片、动图、

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元素的使用与否与使用

数量。

2研究发现
2.1 整体编码结果

统计后，果壳网共发布 424 条，环球科

学 134 条，科学松鼠会 116 条，科普中国 300

条，科学大院 97 条，酷炫科学 91 条，共计

1 162 条 分 析 文 本。 排 除 宣 传、 广 告 类、 科

普活动类以及人文、科幻等内容后，最终果

壳网生成有效分析文本 285 条（30.5%），环

球 科 学 101 条（10.8%）， 科 学 松 鼠 会 95 条

（10.2%），科普中国 293 条（31.4%），科学大

院 76 条（8.1%）， 酷 炫 科 学 84 条（9.0%），

６个科学微信公众号共计生成有效分析文本

934 条。在篇幅方面，每则报道平均字数为

1 849 字，其中环球科学平均字数最长（3 110

字），酷炫科学平均字数最短（614 字）。原创

率方面，平均原创率达到 50.5%，其中原创率

排名前两位的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分别是科学

大院（88.2%）和酷炫科学（82.1%）, 均达到

了 80% 以上，而微信公众号科学松鼠会原创

率较低（9.5%）。

2.2 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科学传播主题与分布

本研究对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号中的科

学主题分析结果见表 4。总体而言，在一级

果壳网

科普中国

环球科学

科学大院

科学松鼠会

数量
%within6 个公众号
%within 科学主题
数量
%within6 个公众号
%within 科学主题
数量
%within6 个公众号
%within 科学主题
数量
%within6 个公众号
%within 科学主题
数量
%within6 个公众号
%within 科学主题

生命
科学

88
30.8%
45.6%

36
12.3%
18.7%

12
11.9%
06.2%

21
27.6%
10.9%

18
18.9%
09.3%

农业与
食品科学

24
08.4%
23.5%

54
18.4%
52.9%

2
2.0%
2.0%

2
2.6%
2.0%

18
18.9%
17.6%

医药与
公共卫生

56
19.6%
28.4%

89
30.3%
45.2%

25
24.8%
12.7%

8
10.5%
04.1%

13
13.7%
06.6%

工程
技术

15
05.3%
24.2%

22
07.5%
35.5%

3
3.0%
4.8%

3
4.0%
4.8%

4
4.2%
6.5%

地球与
航太科学

23
08.1%
17.0%

50
17.1%
37.0%

16
15.8%
11.9%

25
32.9%
18.5%

16
16.8%
11.9%

信息
科学

17
06.0%
41.5%

4
1.4%
9.8%

6
05.9%
14.6%

1
1.3%
2.4%

1
1.1%
2.4%

基础
科学

47
16.5%
30.0%

33
11.3%
21.0%

20
19.8%
12.7%

11
14.5%
07.0%

22
23.2%
14.0%

其他

15
05.3%
31.9%

5
01.7%
10.6%

17
16.8%
36.2%

5
06.6%
10.6%

3
3.2%
6.4%

总计

285
100.0%
030.5%

293
100.0%
031.4%

101
100.0%
010.8%

76
100.0%
008.1%

95
100.0%
010.2%

科学主题

表 4  样本微信公众号科学传播主题与分布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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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炫科学

总计

数量
%within6 个公众号
%within 科学主题
数量
%within6 个公众号
%within 科学主题

生命
科学

18
21.4%
09.3%

193
020.7%
100.0%

农业与
食品科学

2
2.4%
2.0%
102

010.9%
100.0%

医药与
公共卫生

6
7.1%
3.0%
197

021.1%
100.0%

工程
技术

15
17.8%
24.2%

62
006.6%
100.0%

地球与
航太科学

5
6.0%
3.7%
135

014.5%
100.0%

信息
科学

12
14.3%
29.3%

41
004.4%
100.0%

基础
科学

24
28.6%
15.3%

157
016.8%
100.0%

其他

2
2.4%
4.3%

47
005.0%
100.0%

总计

84
100.0%
009.0%

934
100.0%
100.0%

科学主题

续表 4

科学主题中，医药与公共卫生的发布数量最

多（n=197，21.1%），其次是生命科学（n=193，

20.7%）。进一步看，在二级科学主题中，排

名 前 五 的 主 题 依 次 为 医 学（n=177）、 动 物

（n=107）、 食 物（n=97）、 心 理（n=61）、 物 理

（n=51）。而信息科学（n=41，4.4%）、工程技术

（n=62，6.6%）的发布数量明显少于其他主题。

在医药与公共卫生主题中，医学主题发

布数量最多达 177 条。本研究的样本微信公众

号均发布了医学主题的相关文章，其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内容包括癌症、过敏、妊娠、艾

滋病等，该类型文章发布的作用在于为公民

提供多样化、动态化、针对性的医学常识。

其次是公共卫生发布数量为 11 条，内容包括

预防肥胖和传染病。药学有 8 条，内容主要是

如何正确地服用药物。而中医药则仅有《中

药也有“身份证”？》（科学大院，2 月 8 日）

1 篇文章。生命科学主题的文章总量仅次于医

药与公共卫生主题，在 6 个样本公众号中均有

出现。其中动物主题 107 篇，植物 49 篇，遗

传 / 演化 15 篇、细胞 / 分子 8 篇。值得注意

的是，动植物主题的文章使用图片较多，动

物主题的文章平均使用图片 8 幅，植物主题

的文章平均使用图片 9 幅；同时植物报道与

时节、节气有较大的相关性，如介绍春季开

花的桃李梨杏梅樱海棠、春季盛产的野菜甚

至是清明时节的“坟头草”等；动植物主题

的报道除了对动植物的介绍外，还关注濒危

动植物保护，如穿山甲、犀牛、藏羚羊、猎

豹、绿孔雀、伍德苏铁等。而生理、微生物、

生态等主题的文章数量较少。生命科学主题

中的热点研究包括神经生物、基因编辑等内

容。基础科学主题的报道数量达 157 条，包

括心理主题 61 条、物理主题 50 条、化学主

题 34 条、数学主题 11 条以及综合 1 条。物

理、化学主题除了对物理、化学知识的介绍，

还多见于科学小实验等趣味科学报道，如科

普中国有趣味科学专栏，酷炫科学有大量的

科学小实验及动图欣赏。地球与航太科学主

题的报道数量为 135 条。其中航空航天主题有

41 条，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或关键事件包

括人造卫星、运载火箭、航天员、货运飞船

等。同时发现航空航天主题与热点事件密切

相关。比如科普中国、科学大院、环球科学

公众号均对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货运

飞船“天舟一号”进行了报道，总计报道篇

数达 7 篇。天文主题有 38 条，内容涉及火星、

土星、黑洞、天文观测等方面。地质研究共

计 31 条，其中古生物研究的数量为 18 篇，而

恐龙研究就有 13 篇，内容涉及霸王龙、雷龙、

奇翼龙、郑氏斗战翼龙等多个类别。农业与

食品科学主题的文章数量为 102 条，以食物主

题为主，内容包括营养饮食、食品安全、科

学烹饪、食品问题辟谣等。相关科学类微信

公众号对食品伪科学的辟谣十分重视，如对

人造鸡、塑料紫菜、苏打水或红酒防癌的科

学解析。此外，仅有少量农业和养殖主题的

报道。

尽管各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主题都比较

多元，基本涵盖本研究列出的几大类主题，

新媒体科学传播特色研究：基于６个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分析 <<< 蔡雨坤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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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N（%）

714（76.4%）
116（12.4%）
24（2.6%）
28（3.0%）
52（5.6%）

934（100.0%）

酷炫科学
N（%）

42（50.0%）
34（40.4%）

0（0）
4（4.8%）
4（4.8%）

84（100.0%）

科学松鼠会
N（%）

72（75.8%）
10（10.5%）
3（3.2%）
4（4.2%）
6（6.3%）

95（100.0%）

科学大院
N（%）

52（68.4%）
5（6.6%）
1（1.3%）

14（18.4%）
4（5.3%）

76（100.0%）

环球科学
N（%）

67（66.3%）
10（9.9%）
4（4.0%）
4（4.0%）

16（15.8%）
101（100.0%）

科普中国
N（%）

250（85.3%）
30（10.2%）

4（1.4%）
1（0.4%）
8（2.7%）

293（100.0%）

果壳网
N（%）

231（81.0%）
27（9.5%）
12（4.2%）
1（0.4%）

14（4.9%）
285（100.0%）

科学知识
科技产品
社会议题
科学家
其他
总计

科学
报道
内容
类型

表 5  样本微信公众号科学报道内容类型统计表

公众号
环球科学
环球科学
果壳网
果壳网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学大院
科学松鼠会
酷炫科学

标题
登录密码既不安全又麻烦，不如取消了吧
为什么我们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 | 球答
疼痛会削弱雌性性欲，而雄性……不受影响
历史上的 14 大奇葩疗法：你结巴吗？切掉舌头就好！
大猩猩会使用人类语言吗？ | 十万个为什么
趣味科学：别眨眼！小鸟要飞到笼子里啦！ | 科学爆米花
什么？低头玩手机 = 脖子挂 50 斤重物？！“手机脖”到底是什么鬼？ | 头条
“球球”开花赛个春——多彩的球根花卉
原来，珊瑚才是海洋中的魔法师！
波士顿动力又出新机器人了！这次是个踩着风火轮的……驴？

注：统计时间：2017 年 3 月 1 日。

表 6  样本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生动性分析及比较

但比较来看，不同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在科学

主题上也有所差异。如果壳网排名前三的二

级 主 题 为 动 物（n=64）、 医 学（n=47） 和 心

理（n=31）。科普中国排名前三的二级主题

为 医 学（n=80）、 食 物（n=52） 和 航 空 航 天

（n=16）。环球科学排名前三的二级主题为医

学（n=24）、物理（n=13）和天文（n=7）。科

学大院排名前三的二级主题为植物（n=14）、

航空航天（n=11）和物理（n=8）。科学松鼠

会排名前三的二级主题为食物（n=18）、医学

（n=12）和心理（n=12）。而酷炫科学排名前

三的二级主题为化学（n=17）、动物（n=13）

以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n=10）。

2.3 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科学报道内容类型

对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科学报道内

容类型分析结果见表 5。总体上看，科学报道

的内容类型以科学知识（n=714，76.4%）为

主，其次是科技产品（n=116，12.4%），而社

会议题和科学家内容类型的报道较少。但不同

传播主体的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在内容类型的侧

重上也有不同。比如酷炫科学以科技产品为主

的内容类型有 34 则，达到 40.4%。比如科学

大院以科学家为主题的内容类型有 14 则，达

到 18.4%。而进一步观察 6 个公众号的科学家

内容类型，结果发现环球科学、科普中国和科

学松鼠会 3 个公众号在此期间均有关于杨振宁

先生的报道，题目分别是“杨振宁、姚期智

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环球科学，

2017 年 2 月 21 日）、“61 年前，李政道和杨振

宁是如何获诺奖的？科普联动窗”（科普中国，

2017 年 3 月 3 日）、“科学漫画，杨振宁和李

政道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松鼠会，

2017 年 3 月 3 日），可见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均

比较重视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和热点人物。

2.4 科学报道中的信息表现形式

鉴于新闻标题在吸引读者阅读整篇文章中的

重要作用，我们首先从新闻标题的形式、句式和

标题修辞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总

体上而言，各文章的标题均较为生动。在科学

类微信公众号中，绝大多数文章的标题字数在

10~35 字之间，常见使用叹号、问号、省略号等

标点符号，使用疑问句和祈使句式并使用比拟、

设问等修辞方法让标题更生动。我们以各公众号

3 月 1 日的文章标题为例进行质性分析，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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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以文章内的图片、动图、音频

和视频数目对新闻内容的生动性进行分析。结

果显示，绝大多数报道都包含了一张以上的图

片（n=925，99.0%），动图和视频的使用数量

低于图片，统计显示有 283 篇文章使用了一幅

以上的动图（n=283，30.3%），有 161 篇文章

使用了一个以上的视频（n=161，17.2%)。其

中，使用图片最多的报道为《桃李梨杏梅樱海

棠……又双叒叕开花了！脸盲吗？看这个！》

（果壳网，2017 年 3 月 20 日），共计使用图片

38 张；使用动图最多的报道为《要是哪个网页

的 loading 图标长这样，我宁可它加载不出来！》

（果壳网，2017 年 2 月 24 日），共计使用动图

19 张。但音频的使用很少，仅有科学大院 2017

年 3 月 28 日的报道《印开蒲：Ta 的美，曾令

西方折服 ~》 这篇文章使用了 1 条音频。总体

上，各公众号均擅于利用不同媒体格式来展现

科学内容。但也有一些区别（见表 7），在图片

使用上，果壳网公众号每篇文章平均使用图片

8.92 幅，科学大院篇均 6.0 幅，科学松鼠会篇

均 5.04 幅，而科学中国、环球科学和酷炫科学

篇均在 3~4 幅之间；在动图使用上，酷炫科学

公众号每篇文章平均使用动图 1.94 则，果壳网

为 1.2 则，其他公众号篇均不足 1 则；而各公

众号对视频的使用均较少，最高的科学大院公

众号每篇文章平均使用视频 0.2 则。

文章生动性
图片 ( 总数 / 平均数 )
动图 ( 总数 / 平均数 )
视频 ( 总数 / 平均数 )

果壳网
2541/8.92
342/1.20
40/0.14

科学大院
456/6.0
18/0.24
15/0.2

科学中国
990/3.38
15/0.05
22/0.08

科学松鼠网
479/5.04
44/0.46

0/0

环球科学
389/3.85
13/0.13
8/0.08

酷炫科学
313/3.73
163/1.94

4/0.05

表 7  样本微信公众号文章生动性分析及比较

2.5 其他研究结果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其他

研究结果，包括特色栏目和商业化程度两个

内容。

第一，不同传播主体的科学类微信公众

号都在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设置具有特色

的栏目。例如，科普中国作为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的官方微信号，借助于其强大的科学背

景和人才力量，除设立了趣味科学、十万个

为什么、头条、科学百科、一分钟科普等栏

目外，还设立了使用维吾尔文（n=10）和藏

文（n=8）的少数民族科普专栏，均为原创内

容，主题涉及医学、农业、食物和地质，以

及主要来源于山西科普网的“图说科学”栏

目，用漫画的形式介绍了医学、食物等问题。

又如科学大院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官方科普平

台，设立了由郭曰方主编的介绍或缅怀如吴

文俊先生、何泽慧女士、高士其先生等重要

科学家（n=11）的诗歌朗诵栏目；取材于中

国科学院团委“发现科学之美”图片大赛的

原创栏目“科学猜猜猜”；组编了包括郭永

怀、谈镐生、郑晓静、周培源、钱学森等中

国科学院院士为作者的“院士谈力学”系列

文章。而酷炫科学作为个人认证型公众号则

较倾向于趣味性，设立了平均使用动图 2.5 则

的“动图欣赏”（n=22），内容涉及动物、化

学、机器人等。

第二是公众号的商业开发。在这一问题

上，不同传播主体的科学类微信公众号显示

出了明显的不同。果壳网的商业化开发较多

样，不但积极推广同主体账号、员工个人账

号和其他合作账号，也以单独发文的形式为

分答、果壳童学馆、万友集市等做宣传；并

且积极拓展与企业的合作，不但和天猫联合

打造脑洞实验秀《超级脑司机》栏目，也为

科技产品、汽车、图书、电影等商品发布形

式新颖、将产品与科学知识介绍融合在一起

的软文广告，如“实验室仙气引来了保安小

哥？尴尬小插曲是这样被机智破解的！”（果

壳网，2017 年 3 月 13 日，老板油烟机 822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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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实验探秘：如何释放水的洁净能量”

（果壳网，2017 年 3 月 29 日，西门子洗碗机

广告）等。环球科学则在文末加上环境科学

的招聘广告、新刊购买推荐广告和纯商业广

告展示。相较于以上两个公众号，其他公众

号则几乎没有广告内容。

3结论与讨论
已有的研究指出，科学类微信公众号总

体数量少，而且很多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又存

在传播力度较弱、内容丰富度较低、信息形

式较单一、应用功能较少等问题，因此科学

类微信公众平台的整体影响力较低 [5]。本文同

样以质疑的态度入手，希望了解科学类微信

公众号是否存在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内容分

析法，对代表性的 6 个科学类微信公众号近 3

个月的所有报道内容进行全样本分析。研究

结果有积极的一面：相关科学类微信公众号

在内容建设和信息表现形式上是积极向好的。

关于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内容，研

究发现：各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已

经涵盖了各大类型的科学主题，内容是比较

丰富的。总体上看，各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对

医药与公共卫生、生命科学主题均有较多的

报道。几个科学类微信公众号也存在差异，

比如果壳网偏重动物和医学这两个二级科学

主题，而科普中国明显偏重于医学和食物这

两个二级主题。这与过去文献对报纸、电视

等新闻媒体科学传播主题的研究结果较一致，

再次反映了新闻媒体往往重视某些科学主题

而忽略一些科学主题的传播现状 [6]。而各科学

类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又各有特色。比如，科

普中国特色栏目更丰富，科学大院利用中科

院的专家优势有力地保证了文章的高原创率，

酷炫科学作为个人认证的公众号偏重动图和

视频的使用使得科学内容更有趣味等。

关于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号信息形式，

研究发现：从标题生动性上看，各科学微信

公众号的文章标题比传统媒体显得更加生动。

从文章生动性上看，绝大多数报道都包含了

一张以上的图片，动图和视频的使用数量尽

管低于图片的使用情况，但仍有近三分之一

的文章使用了一幅以上动图，约六分之一的

文章使用了一个以上的视频。总体上各样本

科学类微信公众号均通过图片、动图、视频

等多媒体元素丰富了科学文章的信息形式。

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类微信公众

号的传播力度仍然较弱。就样本科学类微信

公众号之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果壳网（微

信号：Guokr42）在 6 个样本科学类微信公众

号的比较中，各项统计指标都有较大的领先

优势，月度总阅读数保持在 1 000 万以上、平

均阅读数 7 万以上、总点赞数 20 万左右、WCI

在 1 350 左右（数据统计时间：2017 年 2 —4

月，数据来源：清博大数据）。之后依次是环

球科学、科学松鼠会、科普中国、科学大院

等，在统计指标上与果壳网的差距非常大。这

一情况再次印证了“部分科学类微信公众平台

的影响力与其认证机构的品牌知名度存在的差

距之大。”[5] 的已有研究结论。若进一步把科学

类微信公众号放入微信公众号总榜进行比较，

比如微信公众号总榜排名第一的“人民日报”

（微信号：rmrbwx）月度总阅读数分别为 4 410 万

以上、5 130 万以上、4 790 万以上（数据统计

时间：2017 年 2 —4 月，数据来源：清博大数

据），各项统计指标之间的差距则更大。

这也使我们意识到，仅仅提高科学类微信

公众号的内容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未来的学术

研究应该进一步拓宽分析的视野，思考提升科

学类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的理论与实践。比如

思考进一步提升官方科学类微信公众号传播效

果的办法，思考通过提高科学类微信公众号整

体数量以达到科学传播精准和长尾的可能性，

研究微信、微博、科普 APP 等移动互联网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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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袁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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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传播上的协同合作等。最终将所有的研

究统一于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传播渠道和信息

服务平台，用手机等移动端将科学信息融入一

般大众的日常生活这一重要目标，使移动互联

网媒介切实成为一般大众在离开学校以后科学

信息重要来源的认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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