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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提取目前与科普网络传播以及地学科普网络传播相关的基础数据，运用地

学科普网站网页评估卡，对国内各类科普网站进行了测评和分析。以期从公开获取的网络数据了解国内科普网络

资源分布和地学科普网站的发展现状，为管理机构了解和指导科普网络传播以及地学科普网络传播工作提供依据。

关键词：科普网络传播；地学科普；网站调研；数据分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和
报纸、电视、广播并称为四大主流传媒。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１４）发布的《第３４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信息，截至２０１４年
６月底，我国网站总数为２７３万个，我国网民规模达
到６．３２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４６．９％。我国已经成
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通过互联网，对科普网络

传播以及地学科普网络传播信息进行调研和分析，

总结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了解国内科普网

络资源分布和地学科普网站的发展现状，将对今后

科普网络传播及地学科普网络传播的发展提供可供

借鉴的资料。

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７年出版的《科普学》一书（周孟璞等，

２００７）指出，“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的简称。是指以
通俗化、大众化和公众乐于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

术知识和技能、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

科学精神、树立科学道德，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

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科普为目的网站，被定义

为“科普网站”，而与之相应的网络资源传播，即为

本文提到的科普网络传播。为此，本文依据大科普

的理念，以“科普”、“科普网站”和“科普网络传播”

为检索词，使用必应、３６０、百度和 Ｇｏｏｇｌｅ等中文搜
索引擎，进行了系统的网络搜索，对目前较为活跃的

科普网络资源进行了普查。获取物理、化学、材料、

医学等学 科，共计６２个类别，３６３６条与科普网络传

播相关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重点筛选了与地

学科普网络传播相关的数据８１８条。这些数据来源
于中国科协主办的中国公众科技网｛ｈｔｔｐ：／／ｓｉｔｅ．
９１ｋｐ．ｃｏｍ／ｗｅｂ／ｌ＿１９０＿＿０＿１．ａｓｐｘ｝、教育部公布的
设有地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网站、国土资源省级

行政管理机构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ｗｚｘｘ／
ｓｊｇｌｂｍ／ｄｓｊｇｌｂｍ／｝、各国土资源科普基地机构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ｅｐｕｊｉｄｉ．ｏｒｇ／ＩＢＳ／｝、中国地质学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ｇ．ｃｎ／｝及其分会机构网
站、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其直属单位｛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ｇｓ．ｇｏｖ．ｃｎ／ｄｚｋｐ／ｄｚｚ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中国地质科学
院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ｇｓ．ａｃ．ｃｎ／｝等。数据选取时
间为２０１４年６～７月。数据分析运用地学科普网站
网页评估卡，从时效性、内容、权威性、导航标志的使

用、使用体验、多媒体运用、资源处置和便捷路径设

置等方面，设定了３７个指标，对国内现有的科普网
站进行了测评。

２　国内科普网站的发展现状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国内的科普网络信息从类

型上分为网页专栏、专题网页和主题网站三大类

（图１）。其中网页专栏６８个，占总数的２％，集中在
搜狐、新浪、腾讯等大众传媒网站；专题网页 ２２９５
个，占总数的６３％，是目前中国公众通过网络获取
科普信息的主要方式；主题网站１２７３个，占总数的
３５％，包括果壳网，化石网等知名科普网站。

对科普网络传媒的运营主体机构的调研显示，



图１我国科普网站类型图
Ｆｉｇ．１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科普网络传媒的运营主体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大

众传媒、教育机构、社团、各级科协、科普场馆、科研

机构、学会、个人和企业等。以１９９９年成立的，中国
科协主办的中国大陆开通的第一家综合性专业科普

网站———中国公众科技网提供的官方数据分析为

例，国内的科普网站呈现下述特征：个人、公共传媒

和各类科普场馆是目前国内科技知识网络传播的中

坚力量（图２）。

图 ２我国科普网站运行机构分布图
Ｆｉｇ．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３　国内地学科普网站发展现状
对开设地学专业的高等院校的调研显示（图

３），在７９家高等院校中，没有科普网站的占５３％，
有科普资讯专栏的占３０％，依托大学博物馆的科普

图 ３开设地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地学科普网站分布情况
Ｆｉｇ．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

ｗｅｂｓｉｔｅｆｒ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网站占１３％，有独立科普网站占４％。
对国土资源行政管理机构的调研显示（图４），

在３８２个县市级以上国土资源管理机构网站中，有
３４１个，约占８９％的网站能够正常运行。在正常运
行的网站中有设有科普专栏的有１８２个，其中地学
科普专栏有１３６个。栏目名称及数量见表１。

图 ４县市级以上国土资源管理机构
的地学科普专栏分类图

Ｆｉｇ．４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ｗｅｂｓｉｔｅｆｒｏ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对国土资源科普基地的调研显示（图５），在国
土资源部命名的１３９家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中，７２家
有科普主题网站，加上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官方网站，

共计７３家。它们按照类别分为科技场馆、资源保护
和科研实验三大类，已经成为国土资源网络科普

（包括地学科普）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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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县市级以上国土资源管理机构
网络科普栏目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１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ｆｒｏ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专题名称 数量

１ 世界地球日专题 １３６
２ 全国土地日专题 １１７
３ 国土知识 １４
４ 知识天地 ７
５ 国土文化 ６
６ 国土常识 ３
７ 地质知识 ２
８ 国土百科 ２
９ 知识园地 ２
１０ 科普园地 ２
１１ 科普知识 １
１２ 地质公园知识 １
１３ 国土资源文化建设 １
１４ 网上课堂 １
１５ 知识普及 １
１６ 科普宣传 １
１７ 网上课堂 １
１８ 大千世界 １

图 ５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主题科普网站分类
Ｆｉｇ．５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ｗｅｂｓｉｔｅｉｎ
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ｓ

　　对中国地质学会及其分会的调研显示，在这３２
家机构中，有１６家机构设有官方网站，其中的１３家
设有科普专题网页，比重仅为３６％。

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其直属单位的调研显示

（图６），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及２８个直属单位中，仅
有１０家单位在其官方网站上设有地学科普专栏、网
页或主题网站。其中，中国地质科学院建成５个科
普专题网页和一个地学科普网站，中国地质图书馆

图 ６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地学科普专栏汇总图
Ｆｉｇ．６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已经建成１２个专题网页和一个地学科普网站。把
各类网页和主题网站折算成专栏（图５），可明显看
出，目前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内

是最重视科普网络宣传的单位。

４　国内地学科普网站呈现的特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信息工程和远程教育技术学院

副教授汤姆森·科哈内克等（Ｋｏｃｈｔａｎｅ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在《图书馆信息系统：从图书馆自动化分布式
信息访问解决方案》一书中运用网页评估卡，对图

书馆的门户网站进行评估。借助这一思路，参考了

国外相关网站评估指标（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０；Ｗａｔｒａ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的设定，本文设计了科普
网站网页评估卡，从时效性、内容、权威性（Ｊｅｒｉｃｈｏ
ＰｕｂｌｉｃＳｃｈｏｏｌｓ，２０１０）、导航标志的使用、使用体验、
多媒体运用、资源处置和便捷路径设置（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１９９７）等方面，设定了 ３７个指
标，对国内现有的地学科普网站进行了测评，结果如

下：

对公共传媒的地学科普网站综合测评显示（图

７），在排名前１０位网站中，腾讯网科学频道、科学
网和人民网科技频道排名前三位。而专门的科普网

站，如中国科普博览、中国数字科技馆和中国公众科

技网的地学科普专栏排名并不高。这反映出社会公

众多关注综合性科普信息，对地学科普的关注程度

不高。

对相关机构的地学科普网站综合测评显示（图

８），在排名前１０位的网站中，化石网、国土资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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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公共传媒地学科普栏目综合排名前１０位网站
Ｆｉｇ．７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ｗｅｂｍｅｄｉａ

普基地网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网站排名前三位。该类

科普网站的平均分是４８分，高于该分数的地学科普
网站还有：中国地质图书馆、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

地调中心、河北省地矿中心实验室、探矿工艺所和深

部探测与实验研究网站。

图 ８相关机构地学科普栏目综合排名前１０位网站
Ｆｉｇ．８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对各级地质学会的地学科普网站综合测评显示

（图９），在排名前１０位的网站中，重庆国土资源和
房地产学会、湖北省地质学会和广西地质学会网站

排名前三位。这类地学科普网站的平均分是３１分。
高于该分数的地学科普网站还有：中国地质学会、江

西省地质学会、浙江省地质学会、上海地质资料共享

平台网等网站。

对科技场馆类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地学科普网站

图 ９各级地质学会地学科普栏目综合排名前１０位网站
Ｆｉｇ．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综合测评显示（图１０），在排名前１０位的网站中，安
徽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和南京地质博

物馆网站排名前三位。这类地学科普网站的平均分

是５７分。高于该分数的地学科普网站还有：中国地
质图书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青海省国土资源博

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山东天宇自然博物馆和江西

省地质博物馆网站。

图 １０科技场馆类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地学科普栏目
综合排名前１０位网站

Ｆｉｇ．１０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ｅｎｕｅ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ｓ

对资源保护类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地学科普网站

综合测评显示（图１１），在排名前１０位的网站中，中
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南海口）、辽宁朝阳鸟化石

国家地质公园和河南南阳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网站

２０２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５年



图 １１资源保护类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地学科普栏目
综合排名前１０位网站

Ｆｉｇ．１１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ｓ

排名前三位。这类科普网站的平均分是５２分。高
于该分数的地学科普网站还有：河南嵩山世界地质

公园、山东诸城恐龙化石地质公园、中国雷琼世界地

质公园（广东湛江）、江苏太湖西山国家地质公园、

北京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吉林大布苏国家自然保护

区网站。

图 １２各类地学科普网站综合测评平均分对比图
Ｆｉｇ．１２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ｇｅｏｌｏｇｙ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对各类地学科普网站调查和综合测评显示（图

１２），大学和各级地质学会对地学科普网络宣传并
不重视；国土资源科普基地成员很重视网络科普宣

传，是国土资源科普和地学科普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量。

６　结论和建议
当前，网络科普已经成为了科技传播工作的重

要手段，但是从数量对比上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科

普网络传播途径存在知名度低，影响范围小等不足；

知晓和使用这些科普网络资源的公众数量也很有

限。内容丰富、吸引公众、有较高知名度的科普网站

堪称凤毛麟角。从科普网站类型和内容上可以看

出，个人网站虽然在总体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在形

式上多采用平白直叙的文字，辅以为数不多图片来

表述内容，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良好的交互性与传

播媒体的多样性；大众传媒的科普频道和科技专栏

在内容上趋向于流行时尚和生活服务，其中不少科

普内容实际上处于陪衬地位，所起的作用与科学普

及的目的相去甚远；政府、各级科协、学会和科研机

构等非盈利性机构主办的科普网站，在人员配备与

信息来源上有先天优势，但是此类网站大多以科学

知识为主要内容，单向传递信息，忽视了网络互动，

弱化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可视性差，缺乏吸引力。

在地学科普网络传播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对国内地学科普网络传播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存在

滞后性，其地学科普网站统计数据已经失去了权威

性。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仅统计了２个地学相关科
普网站，而本文涉及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主题网站就

有７３个。由于社会的关注度不高，地学科普的网络
传播并不尽如人意。目前国内地学科普网络传播的

总体特点表现为：① 国土资源行政管理机构重视活
动日的网络传播工作；②各级地质学会并不重视地
学科普的网络宣传工作，没有发挥其地学科普的主

力作用；③包括各国土资源科普基地和中国地质调
查局局属单位在内的机构成为了地学科普网络传播

的排头兵，成为地学科普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鉴于当前国内地学科普网络传播呈现的特点，

本文建议在今后的地学科普网络传播中应注重知识

性、时效性和交互性相结合，扩大地学科普工作的社

会影响力。可以参考如下策略：①集合群体优势，搭
建地学网络联盟，借鉴地学期刊网的建设理念，集成

分散的地学网络科普资源实现知识共享；②可以借
鉴先进的网络工具，减少在网站内容维护工作中的

人员投入，例如运用Ｄｒｕｐａｌ（水滴）技术及时抓取地
学科普网络信息，补充网站内容；③加大在地学科普
原创作品上的投入，增强地学科普作品的人文色彩；

④紧跟时代潮流，在进行地学科普网络建设的同时
开发手机客户端（ＡＰＰ）和微信客户端等，扩大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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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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