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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科普“网红”表示，踏入互
联网的目的是激发年轻一代的科
学兴趣。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在抖
音拥有逾 470 万粉丝的科普“网
红”吴於人说：“我们和科学打一辈
子交道了，有责任让孩子们感受到
科学的趣味，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
创造力。”

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等专家
认为，科普“网红”集体走红并非偶
然，背后包含社会需求增加、传播渠
道更迭、内容形式创新等多重原因。

——科学素养提高、受众群体
增加。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年)》提出，2025年，我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将超过
15%。随着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群体
迅速增加，在“90后”“00后”集聚的社
交媒体上，知识需求带动一大波新流
量。比如，此前一些科普“网红”多角
度解读热点话题“量子纠缠”，引发年
轻观众频频在线“催更”。

——网络教育和信息打假等
需求激增。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昶表示，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青少
年通过加深对非体系化知识的理
解，也有效提升了线下深度学习的
意愿。“为什么年轻人爱上用B站

学习”的话题，一度引发热烈讨
论。此外，互联网中不乏打着科学
旗号的虚假信息，一些受过严格学
术训练的专业人士通过鞭辟入里
的讲解，引导公众去伪存真，真实
了解前沿新知，因而备受欢迎。

——传播方式提升科普效果。
陈昌凤认为，短视频科普走

红，部分原因在于用户能以极低时
间、空间、经济成本学到不同类型知
识。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大鹏表示，短视频互动性强，摆脱了
传统科普的单向传授模式，增强了
受众的参与感。同时，短视频平台
可通过技术手段帮助受众区分科

普价值，精准推送给有需求的用户，
让科普内容更易被广泛接受。

——内容创新是核心竞争力。
科普短视频走红离不开精心

创作的内容。许多科普作者善于
捕捉社会热点，在回应公众关切同
时提炼科学知识，创作视角也较为
平民化。受访人士表示，科普短视
频走红与作者的个性化风格密不
可分。“把科学知识巧妙融入好玩
的段子里更易被人们接受。”外科
医生、科普“网红”程才说。“要像聊
天一样传播知识，讲的内容要使对
方产生兴趣、听得下去。”科普“网
红”补艾松说。

集体走红的“流量密码”

为科技创新注入年轻血液
“双碳”背景下，氢动力无人机等新能源科技在全球市场备受关

注，在采矿、农业、测量监测、安全和应急服务等多领域有着广阔的
应用市场。

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氢动力与低碳能源研究中心
实验室，无人机设计工程师封承霖正一遍遍测试样机数据。“每一个
细节都可能对最后的功能呈现和稳定性产生影响，哪个环节出了差
错，都可能导致严重问题发生。”封承霖说。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航空氢动力系统……这个2021年组建
起来的年轻团队已成功研发出多款产品。在诸多产品中，“青鸥30”
无人机是一款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产品，可应用于线路巡检、航
测、物流运输及火灾预警等场景。

“‘青鸥 30’无人机采用氢动力系统，和传统的锂电池动力无人
机相比，续航时间是后者的4倍。”团队技术负责人沈轶岭说，“它可
以垂直起降，不受场地限制。”

“创新总会遇到很多问题，面临很多考验。”沈轶岭说，在“青鸥
30”研发过程中，因动力系统功率输出一直无法满足需求，团队一度
卡在动力系统能量管理策略的调试环节，团队不断调试、尝试多种
能量分配模式，经过长达 4个月的数百次试验，反复修改了 5个版
本，“要耐着性子一点点试错，一遍遍排除错误”。

团队的愿望很朴素，对新技术、新理念保持敏锐嗅觉，研发出更
多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产品。

为技术攻关凝聚跨学科力量
近年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袁进带领团队，完成多个

原创眼科高性能设备和图像智能分析技术研发。
从医20余年，他完成了近5000例高难度手术，帮助患者重见光

明。“早发现、早诊治是眼病治疗的关键。”袁进介绍，诊疗装备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在眼科领域，临床90%的高技术诊断装备
来自进口。

为破解这一难题，2016年底，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支持下，
袁进牵头成立广东省眼科诊断和治疗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整合
跨学科专业力量联合攻关，研发创新眼科诊疗装备技术。

“90后”留法博士后肖鹏是袁进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现的
光学跨界人才。因喜欢医工结合方向，看好国内医疗行业兴起的新
潮流，他选择回国加入团队。

“碰需求、优化方案，从临床到实验室再到临床，我们不同背景
的成员进行大量讨论、交流，不断探索眼科诊疗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方法。”
肖鹏说。

短短几年间，中心已研发了一批原创眼科高性能装备。袁进告诉记者，中
心历时3年研发的超高分辨率OCT，仅设计方案就经过17版修改打磨，图像检
测更是不计其数，最终其成像精度能达到 3微米，比国外主流设备提升了 1
倍。“我们还将在创新上下功夫，致力于创新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有效衔接。”
袁进说。

为产业发展提供科研支撑
一大早，浙江省宁海县三门湾海域蛇蟠涂，趁着气温尚未升高，养殖户周

宽宏手持铁锹，在水产新品种繁育基地自家蛏塘内挖蛏。一旁，浙江万里学院
生物与环境学院副教授何琳为他分析肥水管理情况。

何琳在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兼职做研究工作，为养殖
户进行技术培训、解决技术难题、发放优质苗种等是他的工作内容。周宽宏今
年养的缢蛏“甬乐1号”便是该研究院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瞄准产业需求，助推“育繁推”一体化
发展。

“今年养的新品种比以前个头更大、生长速度更快。”周宽宏说。
研究院副院长董迎辉介绍，目前研究院正致力于加强贝类耐氨氮、耐高温

等抗逆性状研究。“从选育研究到推广应用要经历很多年，科技工作者要耐得
住性子，直面各种挑战。”他说。

近 3年，研究院累计推广养殖贝类新品种 22万亩，增产 6万多吨，增效 12
亿多元；在主产区开展良种技术培训服务，累计培训基层水产养殖技术员、养
殖渔民超3000人次。

“看到研究出的新品种被推广应用，很有成就感。”研究院副教授孙长森
说，“希望能研究出更多符合百姓期望、市场需求的好品种。”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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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铁锅演示中国天眼原理、带孩子们用
塑料瓶造“火箭”冲上百米高空……近年来，越
来越多科普短视频成为网络爆款，不少专家、
教授、院士拥有百万粉丝，高端、艰深的科学知
识以通俗、有趣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

手握一根塑料管，轻松地“驱赶”一束塑料
丝，塑料丝神奇地飘浮起来，如同一只章鱼在空
中游走。这是令退休物理教师唐守平走红网络
的一段短视频。作为科普“网红”，唐守平在抖音
平台拥有近百万粉丝，先后发布300多个科普视
频，多条短视频播放量达2000多万次。

“商品名叫七彩神仙，正式名叫盘丽鱼属，
长得跟个盘子似的……”这条幽默的生物鉴定
视频播放量超 460万，制作者为B站的“无穷小
亮的科普日常”。在 B站上，以“实时讲解＋原
创动画短片＋专家出镜解说”为特点的大量科
普短视频播放量很高，一批科普从业者也由此

“出圈”走红。
在此之前，人们对“网红”的印象标签主要为

“颜值漂亮”“善于带货”。而时下，不少短视频平
台推出的科普“网红”，不“以貌取胜”、以传播知
识为目的，也同样吸引大量粉丝。

他们或是退休的教授、院士，或是在医卫、自
然、考古等领域颇有心得的专业人士，又或是专
门从事科普教育的知识达人，粉丝量从几十万到
数千万不等。他们的视频不仅点击量高，且与网
民互动热烈，常常引来大量点赞、留言，评论区里
更有很多人在不停地刨根问底。

《2022抖音知识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知识
类内容呈持续增长态势，知识类作品发布数量增
长 35.4%。截至 2022年 10月，抖音万粉知识创
作者数量超 50万，同比增长 69.6%，其中科普类
创作者数量增长达80.4%，认证的教授数量有近
400位，涵盖医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

高质量科普有助于培育科技
创新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
先指出，科学家要让社会公众更加
理解和支持科学，肩负着向社会更
好传播科学知识的责任。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深入推进科普
信息化发展，大力发展线上科普”。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年）》也明确提出，以深
化科普供给侧改革为重点，大力开

发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科普作品，
实现科普内容多渠道全媒体传播。

受访专家表示，科普工作是科
学家的社会责任之一。目前，一些
科技工作者仍存在一定认识误区，
认为科普是“小儿科”，对参与科普
活动有较多顾虑，也欠缺以通俗易
懂视听语言表达的能力。

科普“网红”李永乐表示，应进
一步健全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切实
增强科普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激
励更多青年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

事业。
在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些

业内人士也指出，科普短视频领域
存在专业化不足、同质化严重、商
业化过度等问题。如有科普博主
发布“高铁上的蚊子为何不会被甩
到车尾”的短视频，其结论被物理
学专家“打脸”；还有科普视频作者
假冒专家贩卖焦虑，甚至推销劣质
产品。

业内专家表示，科普短视频创
作、发布应建立完善审核把关机

制，对于内容、形式、导向等做好审
查把关。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定期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治理“伪科学”
乱象。

此外，有专家指出，科普短视
频作为一种“知识快餐”，无法取代
系统化的专业学习。应更好促进
线上科普与线下专业教学的有机
结合，让年轻观众不仅喜爱科普

“网红”，更因此爱上科学，进而充
满热情投身科技创新。

据新华社南京5月31日电

助力科学家承担新时代社会责任

科普“网红”吸引百万粉丝

科普“网红”唐守平正在做科
普实验。 据新华网

科普“网红”吴於人正在拍摄科普实验视频。
据新华网

科普“网红”王印（中）与孩子们一起用塑料瓶制
作“火箭”。 据新华网

点亮不懈探索的
精神火炬

——基层科技工作者工作生产一线见闻

一次无人机试飞，一场高难度角膜移植手术，一
次产研结合的田野之旅……无数看似寻常的片段构
成科技工作者的日常。刚刚过去的5月30日是第七
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看看他们如何根植各行
各业，持续创新、破解难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点亮
不懈探索的精神火炬。

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的实验室内，科技工作者在进行
水产品性状分析。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