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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已成为我国相关学科的领军人物。物理所率

先开拓的这种国际合作模式也被成功推广到国内

多个科研机构。Ward Plummer教授一直热心为中

国科技工作提供咨询和服务，并主动向国际社会

宣传中国的科技管理政策及发展状况，在与我国

的国际科技合作中作出了杰出贡献。2018 年，

Ward Plummer教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科学技术合作奖”。

物理所积极组织各类高级别国际学术会议，

每年大约主办10次左右各类前沿领域的国际研讨

会。2011年承办的第26届国际低温物理大会，有

来自63个国家的1300多名会议代表和学生参加。

这是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低温物理专业委员

会组织的系列国际会议，是低温物理领域内最重

要的国际会议，也是凝聚态物理领域规模最大的

重要国际性会议之一。物理所成功举办这次大会

成为步入该领域核心国际科研机构的重要标志。

物理所先后设立了“崔琦讲座”“中关村论

坛”及其他系列国际讲座，邀请国际一流学者作

学术报告，开拓研究所的国际视野。至今，“崔

琦讲座”已举办十余次，“中关村论坛”开讲三

百余次，为物理所研究人员带来了最前沿的科技

发展动态，活跃了物理所的学术交流氛围，提升

了物理所的国际化水平。

如今物理所已与三十余个国家或地区的著名

学术研究机构开展了密切合作，与美、德、法、

日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学、实验室展开了各类国际

合作项目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如英国皇家

学会、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等。

物理所通过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模

式，有效促进了科研水平的大幅提升，并增强了

研究所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为推动我国国际

科技合作质量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未来，物理所

将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的战略定位下，为推动实现“建设国际一流的物

质科学研究基地”的长远目标而不懈努力。

(物理所人事处外事办 供稿)

物理所承办第26届国际低温物理大会(2011年8月，北京)

科普——物理所的新名片

对于研究机构来说，对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

回报无异于取得科学研究的突破，但并不意味着

科研任务是研究机构的唯一工作。科学知识及理

念的传播，对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至关重要。

科普工作的意义不言而喻。

1 借力新媒体，树立新形象

物理所是具有90年悠久历史的科研机构，但

面对新兴事物时，物理所人嗅觉敏锐。在微信公

众号悄然兴起的2014年，物理所就被推选为中科

院新媒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并于当年10月创办

微信公众号，11月 4日推出创刊号。经过 3年多

的运行，成长为独具特色的科普公众号，总关

注人数超过 50万，日均访问量近 10万人次，单

篇最高阅读量 126万次。2016年被腾讯科普评为

“最佳运营自媒体”，2017 年由中国物理学会推

荐并入选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联合组织的“典

赞·科普中国”“2017年十大科普自媒体”。物理

所公众号已成为备受读者推崇和喜爱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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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车”，是物理所对外宣传、树立形象的新

窗口。

和而不同，彰显特色

物理所微信公众号从定位上主动规避了类似

公众号的同质化竞争，致力于打造传播科学知

识，传递科学精神的大众化平台，将目标观众延

展为物理学及科学爱好者，推送内容充分考虑受

众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体验。这种以读者需求为导

向的运营思维使公众号呈现出集科学性、综合

性、趣味性于一身的特色。

物理所公众号坚持科普化、大众化的定位，

用高质量、接地气的内容把物理爱好者，甚至科

学爱好者吸引过来，和他们谈科学、交朋友。

紧跟热点，深度剖析

新媒体阅读既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习惯。物

理所公众号坚持全年无休的推送，并且力争每天

在上午固定的时段跟读者见面，同时还要保证内

容的新鲜、准确和通俗。事实上科学传播同样要

尊重新闻的传播规律。第一时间推送与当下社会

热点相关的科普内容，既可以让大众了解到热点

背后的科学，也能使传播变得更加高效。但如何

能在热点出现时快速反应是新媒体共同面对的困

难。物理所公众号通过日积月累的运行，自然形

成了一个丰富的科普资料库，可以让我们在热点

发生时更快更好的准备内容，如囊中取物、手到

擒来。另一方面，有些热点实际上并非偶然事

件，公众号的编辑团队完全有可能提前做好准

备，在选题策划上多下功夫，往往就可以结合热

点形成集中传播效果。

科普自媒体毕竟不是新闻自媒体，单从追踪

热点的条件与实力来说，科研院所不及新闻机

构，况且一味追逐“风口浪尖”也会给科研机构

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我们更应该偏重的是新闻

报道之后对科学内容更深入的解读，这也是科研

机构在科学传播中应有的担当——科学没有占领

的地方，伪科学就会肆意妄为。

内容创新，开放融合

原创内容是自媒体的生存之本。很多人非常

感兴趣物理所微信公众号如何保持自己的原创性

和新颖性。

首先要足够信任身处一线的年轻科研工作

者，尤其是最贴近物理所公众号粉丝年龄段的在

所研究生们。他们无论从情感还是语言习惯上都

容易与粉丝们产生共鸣，为有趣的科普创作提供

了保障。我们的编辑团队基本上以低年级的研究

生为主，除此之外，微信的内容创作还包括问

答团队、电台团队、翻译团队等 50 余人，其中

不乏一些外单位的人员参与；其次，编辑团队

不断推陈出新，通过专栏的形式为科普创作助

力。专栏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对于尤其是科普创

作初期阶段的作者来说易于上手，同时这些专

栏也极大的提高了物理所公众号的辨识度，增

加了粉丝的粘性；公众号每日的数据为团队提供

了指引，不同于传统媒体有时很难快速又直接地

得到读者反馈，新媒体很容易让创作人员了解

自己的内容是否受欢迎，方便我们既快又准随时

调整。

更重要的是，物理所微信公众号坚持公益化

发展之路，不以经营为目的，因其初衷是打造出

开放融合的科普平台，为此并不会刻意突出研究

所自身，而是以更高远的视角为公众提供一系列

优质的科普内容。物理所微信公众号一直以开放

的姿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2 全所齐动员，展现新风貌

开放自由又紧密合作的科研氛围是物理所持

续不断创造世界一流成果的有力保障，而这样一

群活跃的科研工作者恰恰就是物理所科学传播工

作无法被复制的资源优势，因此科普成为了科研

人员与读者受众之间的纽带桥梁。这项工作让每

个人的作用都得以发挥并形成合力，这便是物理

所人在科学传播上向公众展现的新风貌。

·· 298



·47卷 (2018 年) 5 期

科学传播要有科学家的声音

科学在大多数人看来高深莫测、枯燥难懂，

科学家在人们眼里都高冷神秘、木讷无趣。其实

身在科学世界里的人知道，科学有很多好玩有趣

的元素，科学家也很风趣幽默，他们与公众之间

有时只是缺乏彼此相通的机会。建立更好的沟通

渠道和展示平台，可以让科学家在公众视野中得

到更多的认可和赞誉，让公众充分了解科学的魅

力、科学家的魅力。

物理所科学传播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

不遗余力宣传我所走出来的科学家，他们是构成

物理所科学形象实实在在的个体。这其中有威望

极高的学界泰斗，有妙语连珠的科学大咖，更有

活力四射的年轻海归，他们散发着科学的魅力，

传递着科学的精神。研究所的科学传播工作既要

更好的配合科学家，也应更好的对接公众媒体，

既要懂科学也需知传播。通过科普活动，物理所

推出了一批公众熟知并喜爱的科学家，无论是传

统的科普出版物还是公众喜闻乐见的电视科普节

目，都活跃着物理所人的身影。

科学传播协会是科普的中坚力量

物理所的研究生一直都是科学传播的生力

军。自2015年组建科学传播协会以来，他们在各

类科普活动中频繁亮相，每次的任务都完成得非

常出色。

物理所科学传播协会汇聚着一群热爱科普

工作的研究生。协会核心成员在空闲时间自发

组织定期例会，积极策划执行各类科普工作，

以聪慧和坚持，热情与担当，构成了物理所科

普工作的中坚力量。协会以科学支撑团队的身

份参与了央视《加油向未来》第二季、山东卫

视《奇迹时刻》、优酷《火星研究院》、辽宁卫

视《奇幻科学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等

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科普节目，为观众提供了更

为可靠的科学知识和营养，他们是默默无闻的

幕后英雄。

公众科学日的科普盛宴

中科院公众科学日 2018 年已经举办了第 14

届，社会反响很好，是一年一度的科普盛宴。有

趣的是，物理所公众科学日 2018 年却是第 15

届，这是因为在中科院第 1届公众科学日之前物

理所就已成功举办过一次开放活动。近年来，物

理所公众科学日结合线上媒体的宣传预热，前来

参加活动的人数呈跳跃式增长，过去两年每年都

有 7000—8000 人的访问量，为了便于管理，我

们统一改为线上预约报名。2017 年公众科学日

开始前的两周左右启动了报名通道，刚过 4天，

线上 5000 个名额就已经满员，我们只好新增

1000 个名额，也很快一抢而空。物理所公众科

学日的受欢迎程度释放出公众渴求科学的强烈

信号。

大家对物理所公众科学日的期待和赞许，离

不开物理所人对科普活动推陈出新的自我要求。

在之前的公众科学日，“科学王国”护照和“物

理世界”拼图都让前来参观的小朋友爱不释手；

2016 年物理所联合中科院幼儿园推出一档儿童

科普剧，观众反响强烈；2017 年请来了哈佛的

David教授和国内分子料理大师陈亦洪先生，以

新颖的形式展现分子料理中的科学内容。此外，

我们还成功举办了科普图书展、科学嘉年华、党

员科普示范窗、大型户外实验等一系列适合不同

物理所曹则贤研究员参与央视科学栏目《加油向未来》的

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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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节目“科学与美食”主讲哈佛大学David教授

年龄段的科普活动。热心公益，精心策划，用心

科普，使物理所公众科学日活动连续两年作为中

科院当日亮点活动出现在央视《朝闻天下》和

《新闻联播》中。

物理所公众科学日规模盛大又有条不稳的进

行，离不开全所上下对这项全年园区最大规模活

动的鼎力支持。从耄耋之年的院士到尚在实习的

学生，大家都为这一天献出了百分之两百的激

情。很多志愿者一站就是大半天，细致耐心为观

众讲解，有时一上午都顾不上喝一口水；有的课

题组长和学生联手上阵，深入浅出地介绍自己的

各项成果及科学前沿进展。通过这种开放的形

式，使公众近距离体验科学，走近科研工作者，

让科学的魅力在人群中闪亮。

3 扩大影响力，营造新生态

随着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科学

普及这双科技创新的翅膀飞翔起来。在科学传播

的旗帜下，物理所把握契机，在科普大环境中创造

自己的价值，发出自己的声音，释放自己的光芒。

教育是科学的未来

物理所向来重视校园科普。从 2010年开始，

我所年轻科学家自发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在

中关村一小、人大附中、北大附中、中关村中学

等学校开讲科学课。2017年 8月底，方忠所长在

人大附中开学典礼上为数百名高一新生作了题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型人才》的报告。适逢

一些省份实行新高考改革，引发社会关注“高考

物理选考问题”，当时的相关新闻报道网络点击

量将近 2亿次之多。校园公开课的形式让更多人

感受到物理学科的魅力，理解了物理作为基础科

学无可替代的位置。

创品牌引领科普活动

随着经验的累积，物理所的科普工作逐渐走

上更大的舞台，通过不同侧重的品牌科普活动让

更多的人参与到了科学传播中。

2015 年物理所在师生中启动“科普创意大

赛”，这项赛事在微信公众号的推波助澜下于2016

年走向全国。2017年9月第3届大赛时，获得了中

国科协的支持，并确定以“科学三分钟”为名，

打造全国范围的科普微视频大赛品牌。公众通过

微视频的方式参与科普创作，在3分钟的时间里展

示一个科学实验或讲述一段科学原理。活动收到

全国超过120件作品投稿，他们中有在校学生，有

一家三口，有科研一线人员，有年过半百的退休

职工等。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科学爱好者，天南海

北的选手于决赛时欢聚物理所，现场PK，场面热

烈。可见科普活动在民间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2017年11月，物理所成功举办了全国科学实

物理所向涛院士(右二)在“科学咖啡馆”沙龙活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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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三分钟”科普微视频大赛决赛现场

“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决赛现场

方忠所长在人大附中的主题报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人才》

验展演汇演，活动由中科院传播局和科技部政策

法规司联合指导支持。不同于“科学三分钟”，

这项活动更接近专业科普范围。通过科技部和中

科院联合下文，各级部门积极组织推荐，最终来

自全国 21个省市自治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60

多支代表队来到物理所进入复赛阶段。各参赛队

以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中有趣的科学现象和

生活中的日常为切入点，将科学知识与艺术形式

巧妙融合，利用电磁现象、荧光现象、人体导电

等科学实验，以魔术、舞台剧等多种形式展现，

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科学盛宴。这类活动的持

续开展将会引导科普工作走向良性循环，促进行

业生态健康发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物理所科学传播工作的阶段性成果离不开相

关部委的全力支持，这样的上下联动对研究所开

展科普工作意义非凡。除了承担的科普任务之

外，物理所还积极参与更高层面的科普工作理论

研究和体系建设，为顶层设计建言献策。

2016年 2月，以“科学咖啡馆”命名的半开

放式科普主题沙龙在物理所咖啡厅落地，该活动

由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中科院传播局和北京市科

委等 3家单位联合发起，每月 1期，每期一个主

题，至今已成功组织 26场沙龙活动(其中两场在

外举办)，邀请了各部委、中科院各院所、高校、

媒体、出版社、科技馆、科普机构等行业领域的

专家学者及科技工作者 500多名，包括于渌、沈

保根、汪卫华、向涛、欧阳自远、林群、刘嘉

麒、匡廷云、江雷等诸多院士。“科学咖啡馆”

已在科学圈内形成了品牌效应，成为物理所科学

传播的新阵地。通过这个活动平台，物理所可谓

“近水楼台”，不但从中学习科普工作经验，积累

科普工作资源，更重要的是，一次次思想碰撞后

的“星星之火”，是为在更广阔天地的“燎原之

势”厚积薄发。

我们身处科学发展最好的时代，遇上了科学

传播最好的时机。物理所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国

立科研机构，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在创造一流科

研成果的同时完成一流的科学传播工作，为中国

科技的腾飞贡献力量！

(物理所综合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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