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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应急科普场馆是开展常态化应急科普工作的基础设施，在加强公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提升

科学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我国现有应急科普场馆区域分布、规模、开馆时间、类型等进行分析，

发现我国应急科普场馆建设进入集中快速发展期，场馆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但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需

求仍存在数量不足、区域分布不均衡、应急科普场馆建设总体上缺乏科学引导、服务内容建设亟待加强和数

字平台未建立等方面的问题。未来应急科普场馆发展应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应急科普工作

体系，加快数字平台建设，以提供更精准的应急科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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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科普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内

容。它是通过开展相关科学技术普及、传播

和教育、演习演练等体验活动，使公众了解

与应急相关的知识、掌握相关的方法、树立

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具有处理突发问

题、参与公共危机事件决策的能力，在紧急

情况下可以沉着冷静、科学地应对 [1]。应急科

普既应包括突发公共事件时的科学传播与普

及，也应包括围绕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常态

化科学普及和训练。应急科普场馆作为应急

科普的重要传播阵地，既是在突发公共事件

尚未发生时常态化科学普及和训练的必要平

台，也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提供应急科普

资源服务的重要保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

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卫生防疫战线

是一次重大考验。对科普工作而言，能否及

时发布相关科普内容，消除民众恐慌心理，

阻止谣言传播，帮助公众科学理性应对，也

面临着严峻考验。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的应

急科普的一些短板和问题也给应急科普场馆

的建设和管理运行机制带来了全新的思考。

如何在类似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更好地发挥应

急科普场馆的作用，加强应急科普场馆服务

内容建设，发挥常态化应急科普设施作用，

值得深入研究。

1应急科普场馆相关研究
1.1 应急科普场馆概念

应急科普场馆目前尚未找到官方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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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定义。从建立场馆的目的和意义来看，

应急科普场馆是指为开展安全科普教育宣传，

增强公民安全意识，有效提高公民应对突发

公共安全事件的自救能力而建立的科普场馆

和场地。它包含各类具有应急科普教育功能

的科技馆、博物馆、安全馆、教育基地、培

训中心、救援中心、公园、避难场所等。应

急科普场馆涉及的从属关系有政府直属、科

技馆和博物馆、教育部门、企业、园林部门

等 [2]，因此类别也时常存在交叉重叠，是一个

广泛的定义。近年来，伴随安全体验教育逐

步获得社会认可，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以安

全体验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安全体验馆成为应

急科普场馆的主要类型和典型代表 [3]。总体来

看，具有体验教育功能的安全体验馆更能体

现应急科普场馆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理念，本

文关于应急科普场馆的讨论也以安全体验馆

为主。

1.2 应急科普场馆的科普特征

预防式教育，培养应急理念。应急科普

场馆是应急科普工作常态化机制中的重要一

环，是应急科普工作中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准

备和预防阶段最重要的科普基础设施 [4]，它通

常在突发事件未发生时，通过展示和体验使

公众了解突发事件的种类、特点和危害，掌

握预防和避险技能，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安全

防范意识，将一些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之中。

体验式科普，提升应急技能。与传统形

式的科普相比，应急科普更看重体验 [5-6]。因

为应急科普的效果是培养公众的应对技能和

知识，需要会操作，能实践。当危险发生的

时候，如果没有亲身体验的经历，一些防范、

自救和救护的技能可能就无法正确发挥出来。

因此，应急科普场馆中的展教内容通常以模

拟情景的体验式学习为主，通过真实感受灾

难发生的场景，掌握自救、救人及逃生技能，

提高科学决策和行动能力，培养公众对灾难

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公众通过应对灾难的反

思，更深刻地理解人与自然、科学技术与社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7]。

1.3 应急科普场馆的研究现状

应急科普场馆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处于起

步阶段。在中国知网上以“应急科普场馆”

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仅有 2016 年的 1 篇文献

和 2019 年的 3 篇文献共 4 篇文献主要围绕安

全体验馆展开。总体来看，关于应急科普场

馆的研究还十分匮乏。事实上，“应急科普”

也是自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之后才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的领域，在 2008 年

汶川地震之后逐渐为人们所关注。2016 年以

后，随着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有关部委分

别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关于加强全社

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加强新时

代防震减灾科普工作的意见》《国家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重要

文件，应急科普研究也逐步蓬勃开展起来。

随着公众对应急科普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应

急科普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应急科普场馆建

设不断发展，未来应急科普场馆类研究也会

逐渐增多。

2我国应急科普场馆现状
2.1 应急科普场馆总体情况

目前对于应急科普场馆数量及类型尚无

权威统计数据。为了解我国应急科普场馆整

体情况，通过百度地图开放平台的 Web 服

务 API 中地点检索 V2.0 服务获取数据。其工

作原理是为开发者提供 http 接口，通过发起

检索请求获得相应兴趣点（point of intercept，

POI）的信息。通过对获得信息进行进一步核

验，就可以获得相应数据信息 [8]。具体操作方

从突发公共事件科普看应急科普场馆建设 <<< 赵    菡    杨家英    郑    念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070

2020 年第 2 期  总第 085 期

由于应急科普场馆类型多，各分类之间

有交叉，此处将应急科普场馆简要分为综合

类、专业类、防灾类和其他，各类型场馆所

占比例见图 2。

由图 2 可以看出，综合类应急科普场馆

占应急科普体验馆的比例最大，综合类应急

场馆主要是以政府投资或相关部门建立的公

共安全类场馆。其次比较多的是各类

防灾馆，主要包括地震、海啸、台风

等自然灾害类场馆。其中，以抗震类

防灾馆所占比例较大。专业场馆主要

由消防馆、生产类安全培训馆、交通

馆、食品安全馆、网络安全馆、生命

安全馆等组成，针对突发公共卫生安

全事件的生命安全类场馆十分少见。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的场馆，如社

区或儿童、学校类的安全馆，占比较

小。社区和学校是安全教育的前线，

但是相应的场馆非常稀少，获得的数据中，

社区安全体验馆共有 2 个，学校安全体验馆仅

有 1 个。各类安全馆体验馆中，民营类的安全

馆很少见，获得的数据中仅有 7 所。民营类

场馆多以儿童类场馆和交通类场馆为主，参

与的交通馆建设的企业类型也多以驾校、汽

车类品牌为主，儿童场馆也常以儿童乐园形

式运营，现有政策环境对其他类型企业吸引

力较小。应急科普场馆建设和运营仍是以政

府投资为主，相关政策引导和经费支持不足，

发展缓慢。

法是以“安全体验馆”“应急场馆”“防灾场

馆”等为关键词在全国行政区域范围内（港

澳台地区除外）搜索，获得场馆数据后通过

百度搜索相关场馆信息，筛选掉不具备安全

体验功能的场馆，获得 86 所具有安全体验功

能的应急科普场馆数据。分析获取的应急科

普场馆数据，得到信息如下。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全国有 22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拥有应急科普场馆。我国应

急科普场馆主要分布在东部及沿海地区，中

部和西部地区分布较少。在东部及沿海地区

中，应急科普场馆也主要分布在大中型城市

或灾害多发型城市。在西部地区，西藏、新

疆和青海均未获得应急科普馆分布数据，在

西南地区，云南和贵州也未获取应急科普馆

数据信息，其中四川省由于近年来地震等地

质灾害频发，建立的防灾抗震类的纪念馆和

体验馆较多，应急科普场馆总体数量较多。

除以上统计数据以外，还有一些科技馆和科

技类博物馆也设有应急科普展示区，由于缺

少相关资料，无法统计拥有该项展区的科技

馆和科技类博物馆数量。据科技部数据统计，

2018 年全国共有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

等科普场馆 1 461 个 [9]，相较于科技馆和博物

馆，应急科普场馆的数量非常稀少，应急科

普场馆建设方兴未艾。

图 1  应急科普场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布情况

图 2  各类应急科普场馆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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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场馆各年度开馆数量（见图 3）来看，

从 2014 年起，各类应急安全体验馆的数量迅

速增加，综合类场馆、专业类场馆及其他各

类儿童馆、社区馆等数量上升明显。其中综

合类场馆增加幅度最大，综合类场馆一般由

政府兴建，政策推动作用明显。专业类场馆

一般由相关部门牵头建设，近年来公民的安

全生产、生命防护的意识不断增强，对该类

场馆需求明显增大，场馆数量增加明显。面

向未成年人的儿童馆、青少年馆、学校馆和

面向基层的社区馆的增加，表明应急科普教

育在学校、基层的工作不断得到加强。防灾

馆增幅一直保持平稳，近年增加数量有所下

降。从场馆规模看（见图 4），综合类、防灾

类安全馆规模较大，专业类场馆和其他儿童、

社区等类的安全馆规模较小。综合类场馆和

图 4  各类应急科普场馆规模堆积图

防灾类场馆需要注重提升场馆运行效

率，充分发挥现有科普资源优势；专

业类场馆和其他类场馆建设需要政策

引导，提升数量和质量。

2.2 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场馆的科普服务

应急科普场馆在应对突发公共事

件的科普服务中起到的作用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在参观体验应

急科普场馆后，在突发事件中能采取

科学有效的措施及时地预防、防护、

自救或救护他人。这是应急科普场馆的常态

化科普服务预期达到的效果和作用。2019 年

我国自然灾害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

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重较近 5 年均

值分别下降 25%、57% 和 24%[10]。2019 年 1 —

10 月，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较大事故起

数、重特大事故起数同比分别下降 15.7%、

12.3% 和 13.3%[11]。 这 既 与 我 国 应 急 管 理 能

力不断提升、科技发展进步相关，也与人民

生产生活安全意识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应急科普宣传在提升公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的能力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作用虽是难

以量化的，但是效果非常明显。二是在发生

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应急科普场馆能提供

权威科普知识的发布平台，让公众快速准确

地得到科学的科普服务内容。在这一方面，

我国的应急科普场馆普遍缺乏相应的

信息化、数字化平台，也没有应急状

态下的科普服务机制。由于突发事件

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的特征，实体场

馆可能很难提供及时的科普服务。但

应急科普场馆拥有丰富的应急科普资

源，相较于分散于各类网站上的应急

科普内容，应急科普场馆的科普资源

更加专业，甚至还可以通过 3D 模拟、

虚拟现实（VR）场景互动等模拟真实

图 3  各类应急科普场馆各年度开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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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或进行虚拟场馆的体验培训。如果可以

建立应急状态下的科普服务机制，通过有效

的信息化管理，应急科普场馆就可以通过数

字平台提供更准确及时的科普服务，不但可

以提高应急科普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能提供

全天候的科普服务，实现应急科普服务机制

的长效化。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些综合

科普场馆率先联合起来，在闭馆期间及时组

织了线上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中国科

技馆作为全国最大的科普场馆之一，通过微

信平台打造了线上的“永不闭馆”活动，吸

引了全国 200 余家科技馆、近 60 家博物馆共

同进行线上联动，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及

时的应急科普实践。另外，长三角科普场馆

联盟 80 家场馆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

联动推出了线上有奖竞答活动。上海科技馆

等 11 家场馆牵头发起，陆续吸引了全国多家

科普场馆共同参与协办。相较而言，应急科

普场馆在此次疫情中行动稍显迟滞。由于卫

生安全类应急科普场馆数量有限，类型分散，

未能有相关单位牵头组织活动。另外，权威

数字平台没有建立起来，使得应急类科普场

馆在这场科普战“疫”中集体“失声”，无法

提供相应的应急科普服务。

3现有应急科普场馆存在问题分析
3.1 应急科普场馆建设缺乏科学引导

首先，现有的应急科普场馆建设缺乏顶层

设计，在政策引导上也不完善。如前所述，应

急科普场馆数量整体较少，各地区发展也不均

衡，主要分布在大中型城市或灾害多发型城

市。除了一些存在于科技馆或博物馆展区的场

馆，大多数应急科普场馆均未纳入科普基础设

施建设的统筹规划，没有标准规范 [3, 6]。《科

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08 —2010 —2015）》

中仅提到建设安全生产、气象、地震等不同

功能的行业科普基地，并未提及应急科普场

馆建设相关内容。因此，大部分的应急科普

场馆建设处于一种无序发展状态，缺乏相关

政策引导。在场馆类型上，容易“一窝蜂”

式的建设。2011 年以前，我国的应急科普场

馆建设以防灾馆居多，2011 年之后建成了一

批综合类的安全体验馆。此后，各级政府部

门建立的应急科普场馆均以综合类场馆为主，

专业场馆的建设多由各相关部门负责，资金

投入规模较小，数量也不多。专业场馆的应

急科普服务是更有针对性的，主题突出，体

验效果明显，应加强政策引导专业场馆建设。

比如，疾病防控方面的应急科普场馆就十分

少见，虽然 2003 年 SARS 疫情过后，相关应

急科普内容在逐渐被重视起来，但直到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时，由卫生防控部门或其他相

关部门牵头建设的公共卫生安全场馆依然稀

少，除部分由红十字会等部门筹建的生命安

全体验馆之外，关于传染病疫情防控相关的

应急科普场馆十分少见。

其次，现有应急场馆运行效果不佳，需

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由于各地建馆多作为

公益或者公共基础设施来建设，所以一些应

急场馆的建馆目的是“拥有场馆”而不是

“满足需求”。这就造成了一些场馆重建设轻

运营：一些场馆不重视展陈内容及训练设施

的设计更新，互动参与性差，参观者寥寥，

无法起到应急科普宣传的作用；一些场馆重

形式不重内容，盲目追求规模大，内容全，

科技新，对公众需求缺乏针对性，雷同建设；

还有一些场馆缺乏后续投入，甚至最终闭馆。

另外，应急科普场馆也普遍缺乏科普效果评

估机制，无法获得科普效果评价反馈。

再次，应急科普场馆建设的相关法律法

规保障也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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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法》规定，政府应当将科普场馆、设施

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对

现有科普场馆设施应当加强利用、维修和改

造；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普场馆应当配备必要

的专职人员，常年向公众开放，对青少年实

行优惠，并不得擅自改作他用；经费困难的，

同级财政应当予以补贴，使其正常运行。由

于并非所有的应急科普场馆都作为科普基础

设施来建设，所以会有建设和管理混乱的情

况出现，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保障。在法律层

面，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涉及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内容，其他法

律法规对应急管理的宣传教育少之甚少，几

乎没有关于应急科普场馆建设的内容。

3.2 应急科普场馆的服务仍需加强

从疫情期间的科普工作可以看出，应急

科普场馆提供的科普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以下几方面。

首先，应急科普场馆缺乏相应的应急科

普工作机制。面对疫情，相关应急科普场馆

没有及时转变工作职能，直面公众的应急科

普需求，缺乏从常态化的体验式科普服务转

换到提供及时有效的应急科普信息服务的工

作机制。由于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应

急科普场馆也应在常态化服务之外提供应对

突发事件的工作机制，充分利用相关应急科

普资源。比如，此次疫情中一些生命安全馆

就可以联系卫生防控部门迅速利用科普相关

平台及时发布信息，组织线上活动，及时缓

解公众恐慌情绪，发挥科普阵地作用。

其 次， 在 内 容 建 设 上， 没 有 形 成 一 个

完整连贯的应急科普知识体系、宣传教育体

系，缺乏有针对性的专业常态化应急科普内

容。我国专业化应急科普场馆类型还不够丰

富，应急科普内容也未能针对各种不同类型

突发事件细分。比如，各类防灾馆中，针对

地震防护的科普内容较多，但对于其他地质

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的介绍就很少。

生命安全馆中的科普内容多以突发疾病自救、

救护为主，类似此次疫情的传染病防控内容

就很少见。尽管经历了 SARS、甲型 H1N1 流

感等传染病疫情，但是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可

以看出，公众对于传染病防控的相关知识还

知之甚少，相关科普内容不够丰富。事实上，

无论是自然灾害防范还是生产事故防护，抑

或是生命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交通

安全，每个领域都需要更加具体细分的应急

科普内容提供。

再次，应急科普场馆社会化、品牌化建设

不足，宣传力度不够。相较于各类科技馆和博

物馆等其他科普场馆，应急科普场馆宣传不够

到位，公众对应急科普场馆不了解，面对疫情

中对于自身安全防护知识的科普需求，公众甚

至不了解可以从哪些权威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了解应急科普场馆的公众则更少。

3.3 应急科普场馆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尚未建立

权威的应急科普数字化平台尚未建立，

应急科普服务工作难以应急化、长效化开展。

数字平台具有及时、准确、全面等优势，公

众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取相

关科普内容和服务。目前已有一些应急安全

体验馆建立了相关平台，但是在内容上还不

够丰富，可以提供的科普服务还不够全面。

一些应急科普场馆建立了虚拟数字馆，但是

还只停留在提供浏览参观的层面，尚不能模

拟更多的体验。一些应急科普场馆网站建立

了应急科普内容相关版块，但是内容较少，

更新也较慢。未来，如何能通过一个更加综

合的应急科普平台整合相关资源，使各个平

台实现协同联动，让应急科普资源能随时随

地深入日常生活中去，成为应急科普的长效

化工作，为应急科普工作体系的预警机制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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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础，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例如，在新冠

肺炎疫情中，由于卫生安全事件的特殊性，

各个科普场馆在紧急事件中处于关闭状态，

一个有效的数字平台就可以为疫情中应急科

普舆情应对提供有力支撑。

4加强应急科普场馆建设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需要在政策上加强引导，将应急科

普场馆建设纳入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中，

统筹新场馆建设，充实和完善现有各类应急

科普基础设施的科普教育功能。在全国省会

及大中型城市中兴建综合类应急科普场馆，

或在具备充足科普资源的大型科普场馆中加

大应急科普的常态化科普设施建设，积极推

动专业应急科普场馆及学校、社区应急科普

场馆建设。对于已有的应急科普场馆，加强

场馆应急科普资源管理，完善场馆运行机制。

推动应急安全体验馆与现有科技馆融合发展，

将应急科普场馆建设纳入中国现代科技馆体

系建设中，提高场馆运行效率。除了在科技

馆、博物馆内开设展区外，可以将应急科普

体验内容充分融入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

农村中学科技馆中去，充分利用科技馆体系的

协同联动、共享共建机制打通应急科普教育

“最后一公里”。完善顶层设计，尽快在法律法

规层面上制定相关规定，出台相关标准，使应

急科普场馆建设有法可依，有标准可以参照。

4.2 完善应急科普工作体系，提供有效科普服务

在制度建设上与科协联动，形成合力。

制定应急科普工作体系体制机制，充分发挥

应急科普场馆常态化应急科普服务功能，完

善应急科普预警预防机制，建立突发事件发

生时的应急科普工作机制。各类应急科普场

馆可以建立一套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预案，

及时提供相关应急科普宣传，提升科普服务

效率。在内容建设上，完善应急科普知识体

系，丰富应急科普资源，细化应急科普内容，

强化应急科普体验设施建设，提高展品设

施的互动性、参与性。加强应急科普宣传教

育，强化应急科普场馆社会化、品牌化建设。

与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

合推动将体验式应急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教

育、高危行业职业教育和农民工技术培训内

容，充分利用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

月”“消防宣传周”等活动节点，在应急安全

体验场馆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讲座、文化

沙龙等活动，强化场馆公益科普属性和品牌

建设。积极推进科普游学、研学类学习体验

活动建设，将此类场馆纳入文化和旅游产业

发展中，拓宽应急科普场馆的发展空间。

4.3 推动建设网上体验式应急安全馆数字平台

将应急科普场馆纳入科普信息化平台建

设中，加快建立应急安全馆数字平台，整合

应急科普资源，建立资源库，对应急科普服

务进行模块化建设，建立科普资源使用、生

产、交互的共建共享生态链。应急科普场馆

可充分利用现有科普平台，以专业用户为核

心，种子用户为主导，鼓励优质科普内容资

源创作，形成公众生产内容为主要资源的社

区，扩大应急科普内容传播范围，增强公众

参与度。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完成线上线下一体化智能

建设，建立虚拟数字体验馆，为多元化科普

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例如，可以充分利用数

据挖掘等技术手段及时掌握潜在应急科普服

务需求，采用众包等形式，通过科普云服务

为公众科普需求提供精准定制服务。还可通

过虚拟安全体验馆形式，让公众足不出户体

验应急科普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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