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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国家对维护公众在重大项目中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高度重视为背景，为使农村公众对核能知识有更好的

认识和了解，合理的看待核能发展，而分析如何在农村以更加多

元化的方式开展核能知识的科普工作。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关

于核能知识的科普方式做分析，再结合现有科普方式的接受度社

会调查、国内公众的文化程度构成及信息获取渠道等情况，讨论

如何以更加多元化、亲民的方式做好深入农村的核能知识科普工

作。本文论述内容可作为合理优化建议为核能宣传部门提供参考

借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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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全世界所面临

的重要难题。作为改善大气环境、提供能源支撑和调整能源结构

的重要支柱，安全发展核能已被列入国家新能源发展的战略格局。

发展核能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也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对于满足不断增

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1]
。随着国家对维护公众在重大项目中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的高度重视，公众参与意识的极大增强，公众意见已成

为核能项目能否落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鉴于以上核能发展公众

参与的重要性，如何多元化的对公众科普核能知识显得极为重要。

目前，核能知识的科普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新闻媒体、演讲宣

传活动等方式进行，这些方式对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较高，且大

多都会选在城市或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进行，但对于居住偏远、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村公众显得极不适合。如何做好深入农村

的核能知识科普工作，已成为全民知核的首要任务。 

1  核能基础知识介绍 

核能是原子核能的简称，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两种最主要的

基本粒子构成。核能分为核裂变能和核聚变能两种。当一个重原

子核在吸收了一个能量适当的中子后形成一个复合核，这个核由

于内部不稳定而分裂成两个或多个质量较小的原子核，这种现象

叫做核裂变，核裂变释放出的能量叫核裂变能。核聚变是两个轻

原子核结合在一起释放能量的反应，主要包括氢的同位素氘（2H，

重氢）和氚（3H，超重氢）聚合，或氘和氘聚合的反应，核聚变

释放出的能量叫核聚变能。目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可控的核裂变反

应技术，可控核聚变反应技术还在努力研究阶段。 

当今应用较广的可控核裂变反应是由一个铀–235 原子核在



中子的轰击下分裂成为几个较轻的原子核，同时放出 2～3个中子，

并释放巨大的能量。在一定的条件下，新产生的中子会继续引起

更多的铀–235原子核裂变，这样一代代传下去，像链条一样环环

相扣，使核裂变反应自持（自动连续）地进行下去，所以科学家

将其命名为“自持链式裂变反应”。核裂变反应过程中会伴随着大

量的辐射射线的产生，这些射线对动物会产生致命的伤害，且衰

变周期较长， 影响巨大。核裂变产生的能量巨大，以核电与火电

相比较，100 万千瓦的火电站每年烧煤 300 万 t，排放二氧化碳 600

万 t，排放二氧化硫 4-5 万 t，而 100 万千瓦的核电站每年烧 30t

核燃料，二氧化碳排放为火电的 1%，二氧化硫排放为火电的 0.01%，

辐射照射低于火电。从我国来看，截止目前，我国核电站的安全、

运行业绩良好，运行水平不断提高，运行特征主要参数好于世界

均值，核电机组放射性废物产量逐年下降，放射性气体和液体废

物排放量远低于国家标准许可值。 

2  国内外核能知识科普状况 

2.1 国外核能知识的科普状况 

截止目前，法国是全球核能利用最高的国家，已有 58 座核反

应堆、2座后处理工厂、2 座核废料处置厂正常运行，全国用电量

的 74%由核能提供。法国核能利用率之高，核能发展状况如此之好，

与公众的支持密不可分，由此可见法国在核能发展方面的宣传工

作上积累了成功经验。下面就以法国在核能科普宣传方面取得的

成就为例，介绍其先进的理念及方法。 



法国政府以“民众支持是核能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倡导，在

核能发展方面的宣传一直以“保证信息透明，提高安全性能”为

宗旨，力求建立民众与核能发展之间的默契，强化民众与涉核企

业之间的信任。在 2006 年 6 月 13 日，法国政府颁布了《涉核领

域的透明和安保法令》，其中提到，民众对核信息具有知情权，各

涉核部门必须保证信息透明可靠
[2]
。法国核能宣传的方法、步骤如

下图 1所示。 

 

图 1 

法国核能的成功发展是世界的楷模，法国具有针对性、高效

性的核能宣传政策功不可没。

2.2 我国核能知识的科普状况 

我国政府在 2007 年 10 月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规划）设定的核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 2020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 4000 万千瓦，核电年发电量达到



2600 亿千瓦时-2800 亿千瓦时。”按照我国通行的宣传惯例，《规

划》出台后，媒体应该积极配合这一核能决策对公众搞好宣传教

育，争取公众对核能发展的理解与支持，为《规划》的进一步贯

彻实施构造良好的公众舆论环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媒体

似乎忘记了这一耳目舌喉的职责，仍然沿袭以往“忧心忡忡”的

报道模式，宣传《规划》出台后公众对核安全的担忧与质疑。媒

体对核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缺少宣传，一是对核能是一种相对安

全、清洁、经济的能源宣传不够，二是对核能有利于调整能源结

构，改善大气环境宣传不够
[3]
。目前国内对核能知识的科普主要通

过电视、广播、新闻媒体、演讲宣传活动等进行，且地点一般都

选择在城市或人口密度较集中的地方。 

3  我国核能知识在农村科普状况分析 

核能项目的选址一般都选在沿海或内陆湖远离城镇的乡村，

人口密度相对而言不大，发生事故后造成危害较小的地方，如台

山核电的钦头村、海阳核电的张家庄等。这些地方的核能项目的

直接参与公众不是城镇公众，而是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目前国内

对核能知识的科普方式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新闻媒体、演讲宣

传活动等进行，对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较高，对公众的信息获取

方式要求苛刻，普及方式、地点选择狭窄，对核能项目直接参与

公众-农村居住人口的宣传工作做的较薄弱。2005年我国农村人口

文盲、半文盲占 7.59%，小学文化程度占 30.63%，初中文化程度

占 49.33%，高中程度占 9.81%，中专程度占 2.09%，大专以上的仅



占 0.56%
[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导

致了农村人口信息获取渠道的狭窄，对获取的信息消化理解能力

偏低，易随波逐流的现象。根据公众对核能态度的现状调查及对

策
 [5]

显示，大部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公众知道核能存在危

险，但对于核能知识的了解几近为零，认为核能科普宣传非常少

的占总调查总人数的 63.65%，这充分表明了我国目前核能知识的

科普工作对于农村公众的薄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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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能知识在农村科普方式的多元化建议 

鉴于农村公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信息获取渠道狭窄、

对信息的消化理解能力不强等特点，笔者对做好深入农村的

核能知识科普工作有以下建议： 

1. 加大科普基础设施的投入 

在农村进行核能知识的科普工作，要充分考虑农村公众

的作息时间、作息地点、活动路径，合理规划宣传基础设施

的使用。可以在农村主要道路的醒目之处设置宣传栏张贴核

能知识科普海报，在田间地头设置休息凉亭，在凉亭内张贴

核能知识科普海报，让农村公众在作业之余就可以了解核能

知识。在农村村委会办公大院设置宣传栏张贴核能知识科普

海报，让农村公众在办事的过程中加深核能知识的了解。 

2. 加强科普力度 

加大科普人力、物力的投入，定期组织相关科普人员下

乡宣传，可以通过发放海报或以科普讲座的形式进行，并以

有奖参与的方式充分调动农村公众的积极性。 

3. 核能知识的浅显易懂化 

农村公众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要充分考虑其接受能力

和理解能力，将核能知识的科普内容做的浅显易懂，尽量少

用文字理论，可采用科普片，科普话剧、科普道具等形式进

行。 

4. 科普活动时间、地点选择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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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众的生产及生活行为的随意性、流动性比较大，

科普工作应选择在恰当的时间、地点进行。可选择在人数密

集的庙会、大集（集市）、市场、商店等处开展科普活动，

并将科普现场布置的新颖、主题突出，能够足够的吸引公众

的眼球使其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以调动参与积极性。 

5. 定期的举办以核能知识科普为主题的活动 

根据农村公众每年的忙、闲时间，定期的组织以核能知

识科普为主题的活动，活动形式可以以大秧歌比赛、歌唱比

赛、舞蹈比赛、朗诵比赛、棋类比赛、有奖问答及运动会等

形式进行，做到在进行核能知识科普的同时，丰富农村公众

的业余生活。 

6. 组织在校学生以核能知识科普为主题的下乡义务劳动活

动 

通过与核电附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院校沟通

交流，建立长期的核能知识科普合作关系，并根据学生的文

化程度不定期举办各类不同层次的活动，如：组织大学生以

核能知识科普为主题的下乡义务劳动活动，一来可以丰富学

生的课余生活和增强动手实践能力，二来可以在为农村公众

义务劳动的基础上开展核能知识的科普工作，两全其美，效

果更佳。 

7. 鼓励涉核企事业单位组织以核能知识科普为主题的下乡

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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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核企事业单位因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更应当成为核

能知识科普工作的主力军，政府及核宣传部门应该鼓励相关

单位组织举办以核能知识科普为主题的下乡慰问孤寡老人、

慰问贫困户、慰问贫困学生等活动，在爱心奉献行动的基础

上让核能知识深入民心。 

5  结论 

日趋严重的能源支撑及环境保护问题慢慢已成为人类社

会不断进步发展的绊脚石，核能作为能改善大气环境、调整

能源结构的重要支柱，势必会作为清洁能源在未来被极力的

推广发展。目前我国在对核能项目的直接参与者-农村公众

的核能知识科普工作方面上还存在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在政

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协作下丰富在农村的核能知识科普工作，

在核能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只有积极搭建政府、公众等

多方对话平台，切实做好与农村公众沟通、普及核能知识、

消除恐核心里并赢得其支持，才能为核能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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