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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

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 [1]。标准体系

是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

学的有机整体。构建标准体系是运用系统论

指导标准化工作的一种方法，构建标准体系

体现为编制标准体系结构图和标准明细表等，

它是开展标准体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工作，

也是编制标准制、修订规划和计划的依据 [2]。

《中国科协科普发展规划（2021 —2025

年）》中强调，“提高科技馆建设服务水平，推

动科技馆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现代科技馆

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 —2025 年）》

中强调，“构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和标准性文件等多

维标准体系”。科技馆通过参与体验型展品为

观众提供“从实践中学习”的途径，这是与

其他教育、传播机构及传统博物馆、展览馆

等的最大区别，也是科技馆生存与发展的价

值所在 [3]。《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第六条指

出：“实施观众可参与的互动性科普展览、教

育活动是科技馆的核心功能。”[4] 科技馆独特

的展览展示方式直接影响了科技馆的服务、

运行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因此，需要构建一

套符合科技馆实际特点的标准体系，更有针

对性地指导科技馆标准的编制。目前，全国

科技馆的数量从 2012 年底的 118 座增长至

2022 年底的 446 座 [5]，10 年间线下服务公众

超 10 亿人次 [6]，在科普资源公平普惠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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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构建科技馆标准体系是开展科技馆标准化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对科技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但目前鲜见对科技馆标准体系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利用标准化理论与方法，充分考虑科技馆目

前的发展状况、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标准化需求，认为构建科技馆标准体系应遵从全面性、实用性和适度前瞻

性原则，围绕标准分布领域、标准级别、标准约束力 3 个维度构建标准体系模型，重点从基础通用标准、设

施建设标准、展教资源建设标准、服务标准、运营管理标准、信息化标准和评价标准 7 个分布领域构建标准

体系结构图和明细表。最后基于科技馆标准体系表提出标准编制建议，即优先编制基础通用标准、急用标

准，考虑不同级别标准的协调性。以期为后续科技馆标准化建设工作的系统有序开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 关键词 ] 科技馆   标准体系   标准

[ 中图分类号 ] N4；G261   [ 文献标识码 ]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1.006

科技馆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 刘    琦    蔡文东    杨    洋  等 科普能力



050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了关键作用。在科技馆事业由数量增长到质

量提升的关键时期，亟须构建标准体系，发

挥标准对科技馆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目前，科技馆领域已实施了《科学技术馆

建设标准》（建标 101 —2007）《科技馆展览教

育服务规范》（GB/T 41131—2021）和《科技馆

功能配置指南》（GB/T 43394 —2023），为科

技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7]。但长期以来，

系统、完备、实用的科技馆标准体系的缺乏，

使得科技馆标准制修订缺乏计划性和有序性，

导致重要标准的缺乏。例如，由于目前缺乏

对科技馆展览教育资源质量、展览教育服务

效果的评价标准，未能形成闭环的反馈提升

机制，也就制约了科技馆服务效能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面向科技馆标准化

需求，运用标准化经典理论与科学方法，推

进顶层设计，为科技馆标准化工作搭建科学

统一的技术框架，研究形成科技馆标准体系

框架、明细表，提出推进标准制修订的建议，

支撑科技馆标准化建设系统有序开展。

1科技馆标准体系的研究进展
科技馆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是重要

的科普基础设施。有学者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和科普基础设施的角度探讨标准化和标准体系

的建设，例如，毛颖等以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与科技馆为例，探讨了公共文化机构标准

化建设的情况，从管理服务、硬件建设、软件

资源和总分馆建设几个方面分析了以上场馆标

准化建设的现状 [8]，但由于以上场馆在管理服

务、硬件建设、软件资源、总分馆方面都有其

各自的独特性（例如，软件资源和总分馆建设

是图书馆行业重要的标准化领域，而对于科技

馆来说并非重点领域），因此，按照以上维度

比较场馆的标准化建设情况并不符合科技馆的

发展实际。刘陈一帆等研究构建科普基础设施

标准体系，分为通用标准、建设标准、规划标

准、服务标准、保障标准、信息化标准和评价

标准 7 个分体系 [9]，对构建科技馆标准体系有

一定借鉴意义，但并不全面，例如，对于科普

基础设施来说，其科普资源并非只有展览和展

品，教育活动及配套器具材料、音视频作品等

其他科普资源的研发也应有相应的标准支撑，

而且将展览设计和展品设计标准归类于规划标

准下的子体系并不妥当。

学界对科技馆标准体系的研究较少。中

国科技馆“科普展品标准研究”课题组对科

技馆标准体系和展览展品相关标准体系进行

了初步的设想和构建，提出科技馆标准体系

包括工程建设、展览展品、展厅运行、教育

活动、观众服务、特效影院及物业管理等标

准 [10]，涵盖了科技馆主要的业务领域，但由

于研究时间较早，已不能满足当前科技馆事

业发展的新要求，对科技馆标准化工作缺乏

有效的指导。李小瓯等研究提出了科普展品

标准化体系，包括安全类标准、名词术语类

标准、通用技术类标准、试验检验类标准 [11]，

对构建科技馆展览展品分体系具有一定借鉴

意义。

目前，与科技馆同属于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都建立了标准

体系，这对构建科技馆标准体系以及科技馆

服务、信息化等标准分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王秀香探讨构建了一个多维度、多层

次的图书馆标准体系，涵盖了内容体系、标

准类别体系等 [12]，全面而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何晓芳聚焦博物馆服务，研究提出今后博物

馆服务标准研制的方向和重点，为博物馆行

业建立和完善标准体系、指导和规范博物馆

服务质量奠定基础 [13]。张小朋等初步构建了

由博物馆信息化基础标准、信息化技术标准、

信息化管理标准构成的博物馆信息化标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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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框架 [14]。徐凯程等对文化馆服务标准体系

进行了研究和构建 [15]。

2科技馆标准体系构建原则
2.1 基于科技馆的性质和功能，具有全面性

科技馆标准体系的构建要体现科技馆公

共服务的特性。此外，科技馆作为一个实体

机构，在服务公众的同时，还要做好机构的

运行和管理等。因此，科技馆标准体系要围

绕科技馆教育、研究和服务功能，力求涵盖

科技馆建设、运行、管理等各重要业务领域，

并且突出科技馆在开展展览和教育等方面的

重要特点，确保标准体系系统、完整，全方

位指导科技馆的建设和发展。

2.2 符合目前科技馆的状况，具有实用性

全国不同级别（省级、地市级、县级）

科技馆和不同地域（东部、中部、西部）科

技馆之间发展并不平衡，标准体系的构建要

考虑不同科技馆的发展现状，基于科技馆发

展的普遍实践，立足解决发展的共性问题，

提升科技馆的整体发展水平。

2.3 引领科技馆的发展，具有适度前瞻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馆的展示和教育

方式将不断发展和创新，因此，科技馆标准

体系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适度引领一批卓

越科技馆的建设，深化科普资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升展览教育资源的质量，推动智

慧化建设等，为科技馆发展树立标杆。

3科技馆标准体系模型
从本质上来说，标准体系是由标准构成

的人造系统，根据系统工程原理，为了对系统

进行设计规划、研究、建设、运行监督、评价

和改进，常会引入系统模型作为辅助工具 [16]，

本文从标准分布领域、标准级别、标准约束力

3 个维度构建科技馆标准体系模型（见图 1），

其中，标准分布领域根据标准涉及的科技馆

业务领域进行划分，标准级别根据标准的适

用范围进行划分，标准约束力根据标准的约

束程度进行划分。

3.1 标准分布领域

本文将科技馆标准划分为七大分布领域。

（1）基础通用标准：在科技馆事业范围内被

普遍使用，是其他标准的基础具有广泛的指

导意义。（2）设施建设标准：对科技馆建筑

建设以及建筑内各功能区设计和建设活动进

行规范。（3）展教资源建设标准：对科技馆

不同类型展教资源的开发和建设进行规范。

（4）服务标准：对科技馆与公众直接接触或

间接接触的内容与事项进行规范。（5）运营

管理标准：对科技馆在运行管理过程中的主

要事项进行规范。（6）信息化标准：对科技

馆信息化平台建设和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

相关事项进行规范。（7）评价标准：对科技

馆运行管理和科普服务效果进行评估评价。

3.2 标准级别

根据目前科普标准化工作的组织管理情

况，科技馆标准体系中的标准分为两大类，即

正式标准和科协标准性文件。正式标准包括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需

要说明的是，企业标准主要是由展品设计制作

图 1  科技馆标准体系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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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定的相关标准，该类企业发展处于起步

阶段，企业标准的适用性、协调性等尚不完

善，因此，未将企业标准纳入科技馆标准体

系。标准性文件是指除正式标准之外，由各级

机关、团体、组织等制定的具有约束性和适用

性，且在一定管理范围和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具

有标准属性的文件总称。对科普工作具有现实

指导意义但制定正式标准时机尚未成熟的，建

议制定标准性文件 [17]。

3.3 标准约束力

从标准约束力的角度，国家标准分为强

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均属推荐性标准 [18]。

3.3.1 强制性标准

对于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

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

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

图 2  科技馆标准体系结构图（示例）

家标准 [18]。在科技馆工程建设、展览展品制

作、环境管理等涉及公众人身健康等方面的

技术要求，建议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3.3.2 推荐性标准

与强制性标准相对应，推荐性标准是生

产、使用等方面自愿采用的标准，科技馆领

域的大部分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

4科技馆标准体系结构
本文根据标准体系模型和逻辑图，绘制

出科技馆标准体系结构图（见图 2）。

4.1 基础通用标准分体系

基础通用标准分体系编号是 10，是科技

馆工作中最普遍、最通用的标准集合，包括 11

术语标准、12 图形符号标准、13 工作指南 3

个子标准体系。基础通用标准一方面直接规定

了术语、图形符号等基本内容的相关要求，发

分体系

10
基础通用标准

子体系

11
术语

12 
图形符号

13 
工作指南

标准名称
GB/T 30240.4—2017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4 部分：文化娱乐
科技馆基本术语
MZ/T 148—2020 志愿服务基本术语
T/HBAS 009—2018 科学技术馆术语

科技博物馆标识标牌系统设计指南

GB/T 43394—2023 科技馆功能配置指南
科技场馆类科普教育基地工作指南

约束力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标准状态

现行

待制定
现行
现行

预研

现行
预研

标准级别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

标准性文件

国家标准
标准性文件

表 1  基础通用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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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约束、规范作用；另一方面，亦为其他科

技馆标准的制定提供了统一依据和技术基础，

对于科技馆标准化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基础通用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见表 1。

4.2 设施建设标准分体系

设施建设标准分体系编号是 20，是对科

技馆建设项目进行规范的标准集合，包括实

体建筑以及建筑内各功能区设计和建设，分

为 21 建筑建设标准、22 具体功能区建设标准

两个子体系，旨在促进科技馆场馆合理选址、

规划、布局和建设，促进科技馆建筑设施与

科技馆功能相协调，提升场馆设施对科技馆

展教功能的支撑和保障作用。设施建设标准

分体系标准明细表见表 2。

4.3 展教资源建设标准分体系

展教资源建设标准分体系编号是 30，是

对科技馆各类展教资源的研发和制作等方面

进行规范的标准集合，科技馆展教资源以展

分体系

20
设施建设标准

子体系

21 
建筑建设标准

22
具体功能区
建设标准

标准名称
科技馆项目规范
建标 101—2007 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
T/CECS 851—2021 绿色科技馆评价标准
T/CAS 608—2022 科普场馆球幕影院功能配置与
放映技术规范
科普场馆 4D 影院设备设施配置和放映技术要求
研究
科技馆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指南

约束力
强制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标准状态
制订中
现行
现行

现行

预研

待制定

标准级别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

团体标准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表 2  设施建设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示例）

分体系

30 
展教
资源
建设
标准

子体系

31 
展览展品
研发标准

32
教育活动
研发标准

33
其他

展教资源
建设标准

标准名称
科技馆展品设计通用要求
科技馆展品全生命周期安全要求
科技馆常设展览实施通用流程
DB44/T 2373.1—2022 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 1 部分：内容设计
DB44/T 2373.2—2022 科普展览设计规范  第 2 部分：形式设计
DB42/T 1787.1—2021 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  第 1 部分：展教设计
DB42/T 1787.2—2021 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展品管理
DB42/T 1787.3—2021 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  第 3 部分：展陈台
DB42/T 1787.4—2021 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  第 4 部分：说明牌
DB44/T 1422.1—2014 科普展项及布展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展项设计
DB44/T 1422.2—2014 科普展项及布展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展项制造
DB44/T 1422.3—2014 科普展项及布展通用规范  第 3 部分：展项安装调试
DB44/T 1422.4—2014 科普展项及布展通用规范  第 4 部分：展项验收
DB44/T 1422.5—2014 科普展项及布展通用规范  第 5 部分：布展设计
DB44/T 1422.6—2014 科普展项及布展通用规范  第 6 部分：布展施工及验收
科普展品说明牌技术要求
科技馆展览展品的艺术化指南
科技馆展品制作要求
科技馆布展施工安全管理规范
科技馆展品造价测算
科技馆展品维修维护要求
科技馆展品完好率统计要求
GB/T 43395—2023 线下科普活动基本要求
科技馆研学课程开发指南
科技馆教具开发指南

科普视听内容分级分类
科普视频评价指标体系
科普视频制作规范

约束力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标准状态
制订中
制订中
制订中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预研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现行

待制定
待制定

预研
预研
预研

标准级别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国家标准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标准性文件

表 3  展教资源建设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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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展品、教育活动及其配套器具材料为主，

还包括科普音视频等展教资源。因此，展教

资源建设标准分为 31 展览展品研发标准、32

教育活动研发标准、33 其他展教资源建设标

准 3 个子体系，旨在规范和促进各类展教资源

的建设和发展，提升展教资源质量、促进科

普服务供给侧改革。展教资源建设标准分体

系标准明细表见表 3。

4.4 服务标准分体系

服务标准分体系编号是 40，是直接针对

服务接触面的标准集合，即与服务观众直接相

关的标准集合，观众参观科技馆主要包括线下

和线上两种方式，科技馆为观众提供的服务包

括展览教育方面的服务以及导览、咨询等其他

辅助参观服务。因此，服务标准需要考虑观众

不同的参观方式和科技馆不同的服务内容，包

括 41 通用服务标准、42 展教服务标准、43 辅

助参观服务标准 3 个子体系。服务标准旨在实

现服务的规范化运作，提高科技馆服务的质量

和效果，提升科技馆观众的满意度。服务标准

分体系标准明细表见表 4。

4.5 运营管理标准分体系

运营管理标准分体系编号是 50，是对科

技馆日常运营管理中的相关要素进行规范的

标准集合，科技馆的运营管理大致可分为业

务管理、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三类，业务管

理是指科技馆各业务领域的划分、业务流程、

成果要求等方面的管理，资源管理是指对科

技馆人员、资产等的管理，环境管理指为营

造安全、绿色、环保的场馆环境所进行的相

关管理。运营管理标准包括 51 业务管理标准、

52 资源管理标准、53 环境管理标准 3 个子体

系，旨在提升科技馆场馆的运行管理水平，

保障科技馆各业务领域之间紧密衔接和配合，

提升从业人员素养和资产利用效率等。运营

管理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见表 5。

分体系

40
服务标准

子体系
41

通用服务标准

42
展教服务标准

43
辅助参观服务标准

标准名称
GB/T 26355—2010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科普场馆服务基本要求
GB/T 41131—2021 科技馆展览教育服务规范
网络科普服务指南
馆校结合教育活动服务指南

科技馆导览服务指南

约束力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标准状态
现行
预研
现行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标准级别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表 4  服务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示例）

分体系

50
运营管理

标准

子体系
51

业务管理标准

52
资源管理标准

53
环境管理标准

标准名称
DB4401/T 129—2021 公共科普场馆运营规范
科普场馆教育活动观众量统计要求
科技志愿者服务与管理基本规范
科技馆展教辅导员基本要求
科技馆固定资产管理规范
科技馆数据资产管理规范
GB/T 37678—2019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
GB 37488—2019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7487—2019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T 40248—2021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 30353—2013 人员密集场所地震避险
GB/T 41091—2021 人员密集场所电气安全风险评估和
风险降低指南
GA/T 1344—2016 安防人脸识别应用视频人脸图像提取
技术要求
科技馆布展施工安全管理规范

约束力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强制性
强制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标准状态
现行

待制定
预研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待制定

标准级别
地方标准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标准性文件

表 5  运营管理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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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系

60
信息化
标准

子体系

61
信息化平台标准

62
应用支撑标准

标准名称
DB35/T 2053—2022 科学技术馆展教信息化服务
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智慧科技馆数字化运营支撑平台设计规范
GB/T 42421—2023 数字科普资源质量要求
GB/T 41132—2021 科普信息资源唯一标识符
科普场馆虚拟现实技术展示方式及设备使用指南

约束力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标准状态

现行

预研
现行
现行
预研

标准级别

地方标准

标准性文件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标准性文件

表 6  信息化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示例）

分体系

70
评价标准

子体系

71
整体评价标准

72
专项评价标准

标准名称
科技馆运行评估规范
卓越科技馆评价指南
科技馆观众满意度评价指南
GB/T 21048—2007 电影院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DB42/T 1787.7—2021 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 第 7 部分：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
DB62/T 2806—2017 志愿者服务评估通用要求 
科技馆展览展品科普效果评价
科技馆展品完好率评价
科技馆教育活动效果评价
科技馆网络科普服务效果评价
科技文物评定

约束力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推荐性

标准状态
制订中
待制定
待制定
现行

现行

现行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待制定

标准级别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标准性文件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地方标准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标准性文件

表 7  评价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表（示例）

4.6 信息化标准分体系

信息化标准分体系编号是 60，是对科技

馆信息化平台建设和管理，以及应用信息技

术支撑展教活动开展等方面进行规范的标准

集合，包括 61 信息化平台标准、62 应用支撑

标准两个子体系，旨在对科技馆信息化平台

建设和管理，展教资源的信息化描述，科技

馆信息资源的制作加工、存储、传播和使用

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统一，为科技馆信息化工

作提供基本遵循。信息化标准分体系标准明

细表见表 6。

4.7 评价标准分体系

评价标准分体系编号是 70，是对科技馆

工作各要素进行评定、评估的标准集合，包

括 71 整体评价标准、72 专项评价标准两个子

体系，其中整体评价标准是对科技馆整体表

现进行评价的标准，专项评价标准是对科技

馆具体业务进行评价的标准。评价标准对科

技馆的科普工作起着可持续的提升作用，有

助于形成管理闭环，促进科技馆运行管理和

服务水平的提高。评价标准分体系标准明细

表见表 7。

5利用科技馆标准体系科学指导标准编制
标准体系表的主要作用是指导标准编制，

为了有规划地推进标准体系表中待制定标准

的编制工作，需要对标准体系表中的标准编

制进行优先级排列，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

进标准编制工作。

第一，优先编制基础通用标准。基础通

用标准规范了科技馆领域最基本和最普遍的

问题，是其他标准编制的依据，需要优先编

制。例如，科技馆术语标准规定了科技馆行业

最通用的术语及其定义，若缺乏该标准，其他

标准中则可能出现术语界定不统一的问题，进

而导致出现术语使用混乱的现象，如“科普教

育”“科学传播”“科学教育”“科技教育”等

相关术语常常被混为一谈，缺乏统一的解释，

不利于科技馆业务的统计和管理。此外，在

各个分体系中，有些标准是其他标准编制的

基础，其他标准是对它的细化和配套。例如， 

科技馆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 刘    琦    蔡文东    杨    洋  等 科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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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科普活动基本要求》是《馆校结合教育

活动服务指南》的基础标准，后者在编制的过

程中，需要与前者相协调和配套。

第二，优先编制急用标准。急用标准是

指能够解决科技馆当前发展突出问题的相关标

准，在问题已经出现的情况下，需要加快标

准编制进度，因此，急用标准具有很强的时效

性。例如，为了满足科技馆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迫切需要对全国科技馆的运行情况开展评

估，以评促建，亟待制定科技馆的评估评价标

准，为评估工作提供依据。另外，随着科技馆

研学活动持续高涨，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包

括研学课程缺乏系统设计、学生被动参与、评

价体系不健全 [19]，科技馆在研学课程供给方面

认识不到位、行动不及时、自身职能发挥不充

分等 [20]，亟待制定科技馆研学服务与管理等相

关标准，对上述问题加以规范和引导，充分发

挥科技馆在研学方面的优势。

第三，考虑不同级别标准之间的协调性。

国家标准是全国通用的标准，提出了该领域

的最低要求，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标准性文件的要求应不低于国家标准。

因此，当其他级别标准的内容与国家标准的

规定不相符甚至低于国家标准时，要及时对

标准进行修订或废止。此外，对于科技馆的

基础标准建议优先制定为国家标准，具体的

技术标准建议制定为其他级别的标准。

6结语
科普规范化建设是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

保障，标准作为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不

仅对行业乱象发挥约束作用，还能通过提出

前瞻性的技术要求，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馆是重要的科普基础设施，为提高公民

科学素质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首次较为系

统、全面地研究构建科技馆标准体系，以期

为科技馆标准化工作提供指导。然而，标准

体系的构建只是标准化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未来，还要在标准体系的框架下，有计划地

推进标准研究、编制和应用实施工作，充分

发挥标准对事业的引领作用。另外，标准体

系是开放、动态的系统，要根据科技馆的建

设和发展需要，适时做出调整，提高其实用

性、时效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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