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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叙述了阳江核电利用辐射仪表测量的方式开展互动式核电科普的多个案例，从调研

数据和收效比较说明，对于公众关心的核电科普问题，该种科普方式可以起到更良好的互动

和更有效的说明，可以取得更大的公众沟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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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动式核电科普 

核电发展历程中的核事故的辐射危害给公众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三里岛

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及 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我国公众的核电

知识匮乏，多是从各种舆论中一知半解地了解核电。近年来部分媒体对福岛核事故的辐射危

害的过分渲染，加深公众“恐惧核电”的心理。由于公众长期缺乏对核电的正面认知，出现

了福岛核事故后的“抢盐风波”，乃至内陆核电江西彭泽项目、江门核燃料项目的民众抗议。 

通常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是逐步形成的，核电站由于其专业跨度广、技术知识密集、

辐射事故代价高等特点，容易造成公众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或者误区。如果开展核电科普工作

时，方式过于激进，试图让核知识基础薄弱的公众被动接受，不仅无法取得积极效果，甚至

会引起抵触情绪。一旦形成抵触情绪，就很难以扭转。因此，开展核电科普过程中，循序渐

进、有效引导，是尤为重要的。增加互动体验环节，抓住人“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心理，

促使公众彻底打破原有的偏见，从抵触、害怕核电的负面情绪到主动认知、理性分析的转变。

互动式传播模式在核与辐射安全科普传播中的应用，使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信

任关系。 

2引入辐射仪表测量手段 

常见的核电科普，一般侧重讲解核电技术、核电发电优势、运营业绩、行业发展水平等。

但公众关注的并不一定是我们讲解的。根据如图 2.1 所示，在对开展大学生核电科普的 10

个调查选项中，1193 名受访者的数据显示，相比于核电收益的话题，公众更关注的是核电

安全的话题。其中 49.5%的受访者希望获取核电辐射的相关知识，位居关注度排行的第二位。

作为核电运营主体，如何说清核电安全运行下对环境的辐射影响，成为了核电科普中的一个

挑战。 

阳江核电尝试通过引入辐射仪表测量手段，将无形的辐射变为直观的测读数据。从几个

代表场所地点的天然辐射本底水平的测量和比较，给公众一个透明、公开、可信的正面良好

回答。 



 

图 2.1 若你希望更多地了解核电相关的知识，你会对哪三项知识最感兴趣？ 

3互动科普案例列举 

2018年 7月 13日，央视直播阳江核电节目中，增加了“使用辐射仪表现场测量辐射水

平”的环节。在直播过程中，由阳江核电总经理和央视记者一同使用辐射仪表紧贴着核反应

堆厂房的外部进行测量并现场向观众展示仪表测量值，并以仪表测量值与本地辐射天然本底

的平均水平值做对比，讲述了核电站运行对周边的环境辐射水平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2018年 8月 7日、2019年 8月 7日，阳江核电基地面向阳江市高考学子分别开展了两

期为期两天一夜的科普夏令营之旅，设有《理性看待辐射，天然本底测量》科普课程，以实

验课程的形式，通过理论讲解、仪表实地测量、对比分析向准大学生讲解。让看不见的辐射

水平变成了“亲手测读”的数据，通过对室内测量点、核电现场测量点、珍珠湾海滩景区测

量点、鸳鸯石公园测量点进行对比，形成实验课程结论，让参与人员亲身感受到在运核电站

对环境辐射水平的影响是远远低于场所环境自身差异的影响的。 

2018年-2019 年，集团高校在校生冬令营、夏令营、兰州大学校企交流、西安交通大学

校企交流在阳江核电基地开展，活动中均设置了辐射仪表测量辐射水平的体验环节。辐射测

量点覆盖了培训中心、观景平台、防波堤、主控室等现场地点与沿途路线，让参与人员亲身

在核电现场测读辐射水平数据。 

4互动良好反馈 

4.1讲明“全国天然辐射本底剂量最高的地区” 

多年以来，阳江基地所在的广东省阳江市一直是全国天然辐射本底剂量最高的地区。如

何在核电科普中有效说清阳江的高本底情况，是一个难题。与单纯讲解理论知识不同，把辐

射仪表交到参观人员手中后，测量结果可以直接展现在参观人员面前。前期，对国内外相关

文献、高校实验课程与辐射防护专业教材、阳江天然本地水平历史数据水平开展调研。使用

核电站投产十年前与现有的数据对比，说明了阳江因其原本的天然环境决定了当地的天然辐

射本底水平。 

4.2量化辐射受照剂量水平 

理论授课中，在讲解人类所受天然辐射时，天然辐射本底导致的受照剂量对于公众是一

个无法直观感受的概念，量化的计算说明和对比，可以让公众把关注点从天然辐射的有无转



向天然辐射水平的高低。重点以“天然氡及其子体”，依据 ICRP第 65号文件规定的人体呼

吸道模型，对氡及其子体造成的人体辐射危害进行量化计算评价。讲解一般情况下氡及其子

体的分布规律，例如，室内氡浓度比室外高，并且随建筑物高度、季节及室内通风条件的变

化而变化，并扩展到“降低室内氡浓度的防护措施”。从数据上的对比说明影响天然辐射本

底对人的受照剂量的因素是很多的。 

4.3保障测量数据说服力 

为了保障仪表测量数据的说服力，使用具有国家承认的检定资质的第三方检定机构所检

定的辐射测量仪表，并采用两种型号仪表做为对比判定。根据如图 4.1的相关调研数据，信

息源头的偏好度方面，相比于企业自身的信息说明，公众更接纳核电领域科学家、境外学术

机构及其研究成果、监管部门。因此在最后研讨环节，增加了由中国工程院潘自强院士《中

国辐射水平》相关历史数据和中国核安全局官方网站的相关测量数据。提升了公众接纳度和

信息的信服力。 

 

图 4.1公众对不同信息来源之间可信度的排行情况 

5结语 

通过相关调研数据的分析，实例的收效，说明了在公众沟通过程中，对于公众较为关心

的核电辐射相关知识开展积极正面的讲解。而使用辐射防护仪表测量开展互动式的核电科普，

通过直观的展示和亲身的体验，是一个达到更良好的互动、更有效的证明的手段。将核电科

普从单向知识信息传递转为公众参与互动，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提升公众的认同与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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