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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电是一种安全、清洁的能源，但是核电发展的历史进程却是一波三折。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在广岛、长崎投掷的原子弹爆炸后的威力令公众对“核”持有“神秘而可怕”的

刻板印象，2011 年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使世界范围掀起反对核电的浪潮达，导致核电的发

展速度跌至谷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急需通过核科普让公众科学客观理性地看待核

电，增强公众对核安全的信心。核科普教材以其受众面广、便于传播的特性，在现代核科普

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我国现有核科普教材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新形势下我国

核科普教材标准化体系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提出了核科普教材标准化体系构建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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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科普因“核”而生，为”核电”而兴 
核电是一种安全、清洁的能源，在这个能源短缺、自然环境恶化的时代，核电是目前最

成熟、可以稳定发电的清洁能源，对人类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但是，由于核

能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就被应用于“原子弹”、“氢弹”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装备，并且曾给人

类带来深刻的历史伤痛，从而使得公众对“核”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核”是神秘而可怕

的。加之核电发展历史上发生的三次重大核事故，特别是新媒体时代发生的福岛核事故，引

发了世界民众对核能利用的恐慌，多个国家表示将停用或弃用核电。 
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正在大力发展核电的中国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江西彭泽核

电站建设计划、广东江门鹤山核燃料项目的搁浅，中国民间反核情绪达到了新高点。核电项

目 “邻避现象”日益凸显，核电被污名化，中国政府不得不放缓核电发展的步伐。 
究其根本，公众对核电的反对主要是出于对核安全的不信任，而不信任来源于不了解或

者一知半解，以为核武器和核电就是核技术的全部，核武器就是原子弹爆炸的惨景，核电站

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在这样的北景条件下，全民核科普刻不容缓。我们急需让公众了解核

能以及核电新技术的安全性，了解针对核安全的法律法规，了解核事故的有效处理应急措施，

使公众能更科学理性地看待核电。 
2. 核科普教材应用在核科普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中国核科普的主要形式有：1）在核电站建设前期，面对当地公

众进行问卷调查、召开公众座谈会、发放核科普宣传读本；2）以核电企业为主体的门户网

站核科普宣传；3）小规模临时核科普展览；4）核电站工业旅游。福岛核事故发展之后，中

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核电企业、行业协会、学校院所为辅的核科普宣传模型，在传统宣传

形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建设核科普主题科技馆、出版大量面向公众的核科普读物或教材，利

用互联网平台（微信、微博等）进行核科普等形式，旨在扩大核科普活动的影响力。 
将现有的核科普方式进行比较，传统的核科普方式受众面较窄，传播力度远远不够；专

题核科普场馆的建设存在地域限制，同时其成本较高，不适合大量复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

面最广、成本也最低，但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通常被认为是非官方的、不严谨

的、无法确定正确性的信息，其公信力大打折扣。而核科普教材，以其可大规模复制传播、

可承载内容丰富完善、公信力较高、成本较低的特性，在核科普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 
3. 核科普教材发展现状 

对目前市面上出版的核科普教材进行抽样调研，抽样的规则如下：1）选择不同的科普

内容。有对核科学整体科普的教材，也有针对某单项知识点的科普教材；2）抽样范围包括



国内和国外。国内外情况来看，大部分为中国国内编著的核科普教材，也有少量国外核科普

教材；3）选择不同的编著单位。从编著单位来看，有政府机构组织编写的，有行业协会组

织编写的，也有大专院校组织编写的。 

序号 
核科普读物

名称 
总体目录 编著单位 

1 
核与辐射安

全科普知识

宣传手册 

辐射防护 
辐射与辐射防护 
放射性与核辐射 
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辐射无处不在 
公众日常所受辐射来源对比 
辐射计量 
我国辐射防护计量限值 
辐射防护知多少 
不同材料的辐射能力 
内照射和外照射 
辐射技术的广泛应用 
认识核电厂 
能源之星——核电 
核电的特点——安全、清洁、高效 
世界核电发展现状 
神奇的物质——原子 
核裂变 VS 核聚变 
压水堆核电厂的主要组成 
核电厂的主要设备 
核电厂发电原理 
核电厂不是原子弹 
核电厂都建在哪里 
核电厂的安全保障 
核事故介绍 
当前核电的安全性 
核废物的处理处置 
核电厂与环境 
畅想美好未来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

射安全中心 

2 
核与辐射安

全科普系列

丛书 

核能 
核电 
核燃料循环辐射环境影响和管理 
核燃料循环 
辐射防护 
核技术利用 
电磁辐射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核与辐射应急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

射安全中心 

3 走近核科学 能源骄子——核电 中国核学会 



技术 武库霸主——核武器 
动力之最——核动力 
功效奇特的辐射发生器 
业绩非凡的放射性同位素 
核燃料——核动力之本 
核辐射可以有效防护 

4 

国防特色教

材-核科学与

技术：核技

术应用 

概论 
放射性核素的制备 
核分析技术与方法 
同位素仪器仪表 
辐射加工 
核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核技术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 
核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核能的和平利用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5 
核辐射防护

知识问答 

核辐射防护基础知识 
辐射健康危害与核事故医学处理 
辐射防护的原则与措施 
辐射技术应用 
核电站与核安全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

院老科技工作者协

会 

6 核能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是核能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头号机密 
广岛 
核用于和平了吗 
切尔诺贝利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呢 
温室效应究竟是什么 
难道除了核能什么都没有吗 
这么多核废物 
百万年后的信息 
它究竟是怎么伤害你的 
什么是核聚变 
风能，太阳能 
放大你的能量——安全的核动力 

英国科普读物 

 
4. 现有核科普教材存在的问题 
4.1. 部分专业性过强 

核科学专业性强，涉及知识结构复杂，一些科普教材为了能够还原科学本身，存在知识

体系复杂、语言表达较为学术等问题，对于大多数公众，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来说，

过于专业的知识表述方式和知识深度导致他们对这些科普教材的兴趣度不高。 
4.2. 知识面较窄 

一些教材可能因为其针对的对象和需要宣传的知识点较明确，所以在教材编制上内容也



针对性较强。但是，单一的知识点讲解，往往只说明了现象，而没有指出本质，从科普的角

度上来说，存在不够深入的问题。 
4.3. 知识体系不够严谨 

核科学是严谨的科学，但是在目前的科普教材中，对同一概念的表达千变万化。例如，

在对辐射进行说明时，对于频率高、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的辐射，有的书籍表达为电离辐

射，有的书籍表达为核辐射，还有的书籍表达为电磁辐射，甚至有些书籍中将辐射分类为电

离辐射与电磁辐射。这些表达中有些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容易让读者产生概念混淆。 
4.4. 传播形式较为单一 

新媒体的出现，引发了传播模式的变革。目前，传统的印刷纸质书是核科普书籍的主要

存在形式，但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字化、智能化、富媒体化的教材已日渐成熟。

这种教材不但可以用眼睛看，还可以用耳朵听，用鼻子闻，同时，读者能够与教材进行一定

程度的互动，以达到更好的知识传递效果。而核科普教材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几乎空白。 
5. 新形势下核科普教材标准化体系的探索研究 
5.1. 核科普教材体系化建设 

应该通过政府主导、行业协会推进的方式，建立一个官方的、内容完整的、知识正确的

核科普知识体系，以此作为编制核科普教材的内容大纲。除了可以确保知识的正确性，使科

普教材编制者可根据大纲，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发挥和创作，还可以从

深度和广度上对核科普教材的编制给与指导与控制，把科普教材交给科普工作，避免科普教

材过于“学术化”。 
5.2. 核科普教材系列化建设 

在建立健全的核科普知识体系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受众，应形成具有受众特点的系列

化科普教材编制指南。例如，核电站通常距离城市较远，附近的居民文化程度不高，生活水

平与城市居民相差较大，那么在编制针对他们的核科普教材时，应注重体现核电站的建设会

对他们的生活与就业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又如，在校的中小学生正处于学习科学知识

的高峰期，那么，使他们学习正确且较为全面的核科学知识，提高他们对于核科学的兴趣，

应作为对该类人群进行核科普的主要目的。再如，对大多数具有较高教育背景的社会人士来

说，他们的关注点在于核电站是否安全，那么就应该将核安全说透彻，从核电安全技术、核

电安全政策、规章制度、应急措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重点科普。对待政府官员要站在他们的

立场思考问题；对待学生更是要讲究“小听众”的心理，生动、形象的语言必不可少。在其

他情况下，教材编制者亦可根据指南，结合不同的受众与编制目的，对教材内容的大框架进

行把握，不至于“离题”、“偏题”、“选错重点”。 
5.3. 核科普教材形式多样化建设 

核普教材的形式应与时俱进，加强智能社会创新技术的应用，印刷纸媒不应继续扮演

“主宰者”的角色。可使用更多的交互、视听技术，例如触控、3D 、AR、VR 等，并将之

与核科普教材相结合，充分调动教材学习群体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系统，将枯燥、深

奥的核科普知识用人们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出来。如讲解核电站的厂房组成时，可通过

AR形式，学习者使用摄像头扫描桌面，观看核电厂以桌面为地平面被建造起来的动画效果，

同时在画面中还可介绍厂房组成与各厂房的功能，这种科普形式较传统纸质书籍而言，要直

观得多。以上只举出了一个简单的交互教材应用实例。当今时代电子交互种类繁多，与科普

教材结合起来，将产生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提升核科普教材的公众接受度意义重大。 
5.4. 核科普教材合规化建设 

应该成立专门的管理监督部门，以官方的核科普知识体系为纲，严把核科普教材的质量

关，对于内容不正确、不准确、数据老旧、观点狭隘等问题予以指正并监督编制者进行修改，

方可获批发行。从源头上杜绝质量不过关的核科普教材进入市场。 



6. 核科普教材标准化体系构建相关建议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核电必然是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从长远来看，亦

是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经，核科普宣传教育任重道远。核科普教材作为核科普宣传

的重要内容， 
1）高屋建瓴站在核行业的制高点，建立核行业知识体系架构。 
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社团和基层组织相互协作，建立一套系统的、全范围的核行业

知识体系架构，以核行业知识体系架构为基，创建核科普教材标准化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核

科普教材标准化内容的制定起到约束与支撑作用。 
2)行业协作，共铸覆盖全产业链核科普教材标准化体系内容。 
作为一门覆盖专业面广的科学，要想把所有核科普知识说全面、讲正确、描述清楚，不

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单位两个单位的事，这是需要整个核行业共同参与的事。行业协作，

专业人做专业事，通过各领域专家层层审核，形成一套具有行业指导意义的核科普教材体系

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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