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南京5月31日电（记者 何
磊静 古一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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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科普““网红网红””吸引百万粉丝吸引百万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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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走红的集体走红的““流量密码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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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学家承担新时代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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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
普及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深入推进科普信息化发展，
大力发展线上科普”。《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也明确提
出，以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为重点，大
力开发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科普作品，

实现科普内容多渠道全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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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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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网红”缘何吸引百万粉丝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近期，全国发热门诊就诊患者

数量有所增加，检测显示部分为“二阳”患者。当前全国发
热门诊诊疗情况如何？怎样科学应对风险？针对社会关
切，记者进行了调研走访。

◆ 发热门诊保持平稳有序

“老伴发烧后我第一时间就带她来医院了，情况还好，
暂时不需要吸氧。”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发热门
诊，正在陪伴72岁妻子输液的周大爷告诉记者，妻子是首次
感染新冠病毒。

记者走访全国多地三甲医院和基层社区，调研发现发
热门诊运行状况整体平稳有序，各类治疗药物库存较为充
裕，医疗机构重症救治能力有储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表示，最近
发热门诊接诊量相比一个月前有所增加，但绝大部分是轻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表示，
目前没有出现发热门诊病人特别多、给医疗资源带来压力
的情况，保持正常医疗秩序没有问题。

“目前发热门诊每日全天开诊服务社区患者。”上海杨
浦区四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华焱坤说，五月接诊的百
余位病人中，新冠感染占比不高，各年龄段都有，症状普遍
较轻。目前药房各类治疗药物库存比较充裕。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王丽萍介绍，全国发热门
诊就诊患者数量虽有增加，但整体数量远低于上一轮流行
高峰时就诊量。监测数据显示，4月下旬以来，新冠病毒感
染病例数有所上升，5月中旬开始进入低水平波浪式流行态
势。专家集体研判认为，由奥密克戎XBB系列变异株引起
的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全国整体疫情态势平稳可控，
对医疗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行影响较小。

◆“二阳”症状相对更轻

“一开始以为是在外出差受凉，发烧后才测了下抗原，没
想到‘二阳’了。”杭州市民江先生说，自己大约一周前确认“二
阳”，症状主要是轻微喉咙痛和低烧，体温约38摄氏度，服药
后基本2天恢复，感觉比第一次感染时的症状轻了很多。

5月30日下午，记者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庆春院区发热门诊看到，三间诊室全部开放就诊，等候区域
内病人及陪同家属共不到十人，均佩戴口罩。该院感染科
主任吕芳芳介绍，近一周接诊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中很多
是首次感染，“二阳”比例不高，但有增多趋势。病人症状以
发热、咳嗽、咽喉疼痛等为主。

“总的来说，大部分患者‘二阳’的症状普遍比‘一阳’时
轻。”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说，根据临
床观察，大部分患者有轻微嗓子疼，发热恢复得更快，病程
约持续3天至5天。

针对公众关心的优势病毒株及其致病力问题，中国疾
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绍，监测数据显示，奥密克戎
XBB系列变异株在我国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土病例中的占比
持续处于高位，分别占5月15日至21日采集序列的95.2％
和91.9％。从我国和全球研究结果来看，与早期流行的各亚
分支相比，XBB系列变异株的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关口前移”保护高风险人群

高龄老人、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基础病患者等是
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高风险人群。面对“二阳”风险，如何
保护好高风险人群？

对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示，重
点人群要格外做好防护，继续保持良好卫生习惯，避免感染。
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应及时氧疗，并通过抗原或核酸检测明确
诊断，进行抗病毒治疗早期干预。同时，社区和基层全科医生
应对辖区内的高风险人群心中有数，做到“关口前移”。

65岁以上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儿童的免疫功能尚
未健全。专家建议，如果家中老人和儿童没有完成新冠病
毒疫苗加强免疫或基础免疫，应积极接种疫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6日，两种新款新冠病毒疫
苗在杭州开打，杭州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表示，两款疫苗均已
下发至各基层预防接种门诊，群众可按需预约，就近接种。
3月以来，江西省人民医院持续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为老年
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各类加强剂次疫苗接种服务。结合实
际，各地多措并举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持续补齐人群免疫水
平差距。

“近期，部分病人表示自己‘二阳’后，一段时间感到持
续乏力、失眠甚至心跳快、焦虑。”江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肖祖克说，大家十分关心反复感染是否会
有“后遗症”。

从临床医学角度看，后遗症一般指的是患某种疾病后，
躯体、机能上出现一些不能恢复的障碍。童朝晖介绍，根据
临床观察，感染新冠病毒后的一些症状大部分出现在特定
时期内，长时间看是可以恢复的，不影响日常工作生活。

王贵强表示，目前从临床观察看，三个月以上还存在上述
症状的病例并不多，没有发现数量较多的所谓“后遗症”患者。

面对“二阳”风险

如何保护好高风险人群？

潜航员为“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解开与“探索一号”科考船相连的
缆绳，为“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做准备（5月26日摄）。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组成的深海考古队搭乘“探索一号”科考
船，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海域进行第一阶段调查。该科考
船载有“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用于水下考古数据采集。记者随船跟
访，直击调查一线。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记者 冯
家顺）记者 5 月 31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2020 年至 2022 年，检察机关
起诉涉嫌利用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7761人，起诉“隔空猥亵”“线上联
系、线下性侵”等犯罪占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近六分之一。

当日在最高检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
介绍了近年来检察机关加强网络空
间未成年人权益综合司法保护情
况，并发布典型案例。近年来，检察
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应对
网络空间新挑战新问题，加强与网
信等部门合作，守护未成年人用网
上网安全。

据介绍，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零容
忍”态度，依法从严惩处利用未成年人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厉打击搭
建运营涉未成年人色情网站，利用即
时通讯工具、直播平台传播涉未成年
人淫秽物品，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等犯罪活动。
同时，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罪行较

轻、属于初犯、偶犯、有积极悔改表现
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坚持依法惩戒
和精准帮教相结合。2020 年至 2022
年，检察机关对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的未成年人依法适用附条件
不起诉2749人，通过针对性开展精准
帮教，帮助涉罪未成年人纠偏改错、迷
途知返，重新回归社会。

针对一些短视频平台侵犯未成年
人个人信息、电商平台面向未成年人
无底线营销食品、网络平台存在涉毒
品音视频信息等，检察机关履行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
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充分履行监管职
责，通过民事公益诉讼使网络运营者
承担民事责任，促推问题整改解决，有
效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2020年至
2022年，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涉及未
成年人网络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公益
诉讼案件341件。

最最高检高检：：

加强网络空间未成年人权益综合司法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