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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网红”吸引百万粉丝

批发部：崇宁路17号4楼（检察院西隔壁）82700029（大别山老王）
三萜21.6孢子油15瓶6000元

●唐阿新、沈琴芳遗失南长区
扬名镇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
证，证号 00610、00611，股权数
11.48、3.13，声明作废

●赵长春遗失无锡市梁溪区黄
巷街道杨木桥社区经济股份合
作社全丰路 42 号租房押金收
据。金额1500元，声明作废

●失梁溪区扬名街道金星股份经济
合作社唐阿新股权证21011号废
●遗失陈斌工程师资格证书，证号
320282198410300038，特此声明

82767591广告热线
地址：新鼎球大厦1518室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400-102-0026
苏和堂整根虫草89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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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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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5种儿童用品消费提示

家长们在这几个方面
要当心！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市场监管
总局昨日发布轮滑鞋、婴幼儿学步带、
婴幼儿游戏围栏、儿童化学实验玩具、

“解压”玩具5种儿童用品消费提示，帮
助广大消费者科学购买和使用相关产
品。

选购和使用轮滑鞋时，如果选择
可调节鞋码的产品，要重点关注调整
机构的灵活性和轮架的稳固性，建议
选择有制动器的轮滑鞋。试穿轮滑鞋
时，注意紧束装置能扣紧不滑脱，鞋与
轮架连接牢固、扭动无变形，轮子转动
灵活、无卡顿。

婴幼儿学步带是为婴幼儿练习
行走时提供支撑和保护作用的衬垫
及条带装置。建议根据学步带上标
注的适用年龄、能承受的最大体重、警
示说明等信息，挑选合适的产品。选
购时，检查附件是否存在可触及的锐
利尖端和锐利边缘，连接件、扣具、接
缝、条带、织物等在拉扯状态下有无裂
缝、断线、脱散等损坏现象。如果产品
带有玩具或配件，应不含可拆卸或易
脱落的小零件，防止婴幼儿误吞。

婴幼儿游戏围栏是四周带有护栏
可供儿童短时间在此区域内玩耍的装
置。建议选择两片护栏之间有防夹伤
设计的产品。围栏应设有锁定机构，
避免婴幼儿轻易打开，底部应有防滑
装置，防止围栏整体移动。围栏外观
应无毛刺、锐利边缘和锐利尖端，边缘
或突出部位应经倒角（或圆角）处理，
不应有夹伤手指、四肢、头、颈和躯体
的孔、开口和间隙。

儿童化学实验玩具是包含一种或
多种化学物质或配制品的玩具套装，
需要在成人监护下开启和玩耍，要特
别注意酸、碱和可燃性液体，以及加热
设备的操作。

“解压”玩具是一类通过挤压、摔
砸、揉捏、旋转等方式玩耍，用来舒缓
心情、释放压力的玩具产品。家长在
给孩子选购和使用时应注意标注执行
标准为玩具安全标准的产品，不要选
购有异味或香气过重的“解压”玩具。

（据新华社）

科普“网红”王印（中）与孩子们一起用塑料瓶制作“火箭”。 （受访者供图）

透视科普“网红”现象：

解开这些教授、院士走红的“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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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走红的“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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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科学家承担新时代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