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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江苏多年核与辐射安全公众宣传工作进行分析，具体对每个宣传项目的知识密度、

工作成本、到达方式、到达数量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单个知识点到达成本”作为核与辐射

安全公众宣传效果的评价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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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核与辐射相关产业繁荣发展。福岛核事故之后，公众

对核与辐射安全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但由于对相关知识一知半解以及网上不实信

息的传播，公众谈核色变，“邻避效应”凸显，有的甚至演变为重大信访事件、

突发舆情事件，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了相关项目的建设。2015年以来，江

苏先后发生“中金辐照有限公司镇江辐照中心新建钴-60辐照装置项目”舆情事

件、南京河西绿博园变电站建设信访事件、连云港核燃料循环项目舆情事件，直

接导致相关项目停建或取消。分析事件原因，关键就在于公众缺乏对技术和风险

的科学认知。 

本文在江苏开展的核与辐射安全公众宣传工作中选取科普书籍、科普宣传

片、微视频三种不同形式的宣传产品对其知识密度、工作成本、到达方式、到达

数量进行定量分析，利用“单个知识点到达成本”进行评估，并评估结果进行讨

论。 

1. 效果评价 

1.1科普书籍 

2011年辐射核事故之后，江苏省以一个月的速度完成《核辐射防护手册》

一书的编写和出版，内容涉及核与辐射安全基本原理、福岛核事故原因、安全防

护等相关知识。科普书籍是一种传统的科普宣传方式。这种科普方式的优势在于

知识系统完整。特别对于核与辐射安全这样比较复杂的知识，可以通过图片、图

表、文字表述等方式，将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说清楚。 

1.2科普宣传片 

江苏省拍摄完成《走近输变电》、《走近基站》两部科普宣传片。科普宣传

片的视频形式更加丰富生动，特别是动画的应用，可以清楚说明知识点的概念、

原理。针对辐射看不见摸不着的特点，视频可以真实再现监测过程和监测结果。

科普宣传片的推广形式，也是赠送。 

1.3微视频 

每集视频时长约 90秒，解决一个疑问，包含 2-3个知识点。微视频计划拍

摄 100集，分为核电、电力、通讯、核技术利用、热点事件等 5大板块，每个系

列 20集，每集约 90秒，篇幅短小、内容靠谱，始终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1.4效果评估 

对《核辐射防护手册》、《走近输变电》、《走近基站》以及微视频的知识

密度、制作成本、到达方式、到达数量进行分析，并计算出单个知识点的到达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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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宣传效果定量分析
 

宣传形式 
宣传品名

称 
知识密度 

制作成本

（万元） 
传播成本 传播形式 传播数量 

单个知识

点的到达

成本（元） 

书籍

 

核辐射防

护手册

 

100

 
30

 
20 元/本 

出售 

赠送

 

3000

 
1.2

 

宣传片

 

走进输变

电设施

 

20-30

 
25

 
0 赠送

 
500

 
20

 
宣传片

 
走进基站

 
20-30

 
20

 
0 赠送

 
500

 
16

 微视频 微视频 80 200 0 网络投放 550 万 0.0045 

 

2. 结果与讨论 

从上表的结果可到科普宣传片的单个知识到达成本高达 16元或以上，书籍

单个知识点的到达成本为 1.2元，而微视频的单个知识点的到达成本为 0.0045

元。以下从传播途径、公众信任程度、公众接受难易等方面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 

2.1传播途径 

科普书籍传播途径狭窄。在书店公开出售科普书籍，特别是核与辐射这样专

业面狭窄的科普书籍，往往销量很低，目前我们只能通过社区、地铁、学校开展

活动进行赠送，书籍本身的成本加上开展活动的成本，开展宣传工作的单位难以

承担。 

科普宣传片作为数字化的宣传产品，其传播途径扩大了很多，可以通过网络、

光盘或移动存储设备进行传播推广。但由于其覆盖知识较多，时长达 10分钟甚

至更长，网络流量、网速、流量费用等都成为制约其传播的因素。 

微视频打破科普书籍和宣传片体系化的知识，直接面对公众生活中的疑惑，

运用动画的方式，网络化的语言接地气，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新媒体的方式传播，

传播途径更多样、便捷、快速。 

2.2公众的信任程度 

就知识本身而言，公众对科普书籍有天然的信任感，大家通常都认为书上说

的是正确真实的，公众对书籍上传播的知识和观点比较容易认可。科普宣传片由

于对某一个专题进行由浅入深的解释分析，完整观看后会对此专题有详细、全面

的了解，因此提升了公众的信任程度。 

但就知识获取的渠道，由于公众不会主动购买科普书籍和科普宣传片，目前

只能采取赠送的方式，微视频是公众在互联网上主动搜索，在其感觉上，赠送的

科普书籍和科普宣传片有强加之意。相较于自主搜索的结果，公众对其信任的程

度受到影响。 

2.3公众接受难易 

由于核与辐射知识的专业性强，难度大，利用文字解释更准确、系统。但科

普书籍在科普宣传过程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的第二个缺

点是书籍知识密集，总是希望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释透彻，例如我们之前出版的

一些书籍第一篇往往都是“什么是原子和原子核”，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什么是核

与辐射的确非常重要，但是离公众的生活和疑惑都太遥远，很多人反映还没有看



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就把书搁下了。 

特别是采用了大量生动的比喻，让艰深晦涩的科学知识，变动有趣易懂。如

在介绍原子弹和核电的区别时，采用啤酒和白酒中酒精浓度不同，比喻原子弹和

核燃料中铀浓度不同；用阳光晒过的被子，比喻被辐照过的食品；用灯下黑比喻

基站下方的辐射强度等，配合动画，更易让人理解。 

2.4其他因素分析 

科普书籍、科普宣传片成书时间长，一本书从编写、校正、出版发行，周期

超过 1年都是正常情况，这样不利于抓住社会热点和良好的宣传机会。成书或成

片内的单个知识点不易被搜索，不能满足对公众单个知识的即时需求。也不符合

现代人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其书籍和宣传片一旦完成其修正、再版也存在诸多困

难。 

而微视频，打破科普书籍和宣传片体系化的知识，针对社会热点、网络谣言、

公众号及微博提问一一解答，容易抓住社会热点和宣传时机，对公众产生的巨大

的吸引力。且微视频易于搜索、修订，弥补了科普书籍和宣传片的缺陷。 

3. 结论 

（1）以“单个知识到达成本”作为核与辐射安全公众宣传效果的评价指标，

避免调查人员主观因素的干扰。可对不同宣传品进行定量分析。且这一指标对传

播范围、传播成本进行了综合。 

（2）利用“单个知识到达成本”指标对科普书籍、科普宣传片、微视频等

三种宣传方式进行定量评价，微视频的“单个知识到达成本”最低。 

（3）微视频这一科普形式，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新媒体，满足当代人对知

识的即时需求和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具备良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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