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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2020年科普融创选题指南》（以下简称《选题指南》，

详见附件 1），并请各全国学会、省级科协、中科院院属单位结

合工作实际推进工作，加强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围绕《选

题指南》开展科普创作。

二、团队申报评审

以科普创作为持续发展方向、有志于通过融培计划提升业务

能力和业界影响力的社会团队，包括依托于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的创作团队和不具

备法人资格的自然人组成的创作团队，可根据《科普融创团队申

报书》（附件 2）和《选题指南》的有关要求提交团队及作品申

报材料，融培计划具体实施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将组织专家队就团队情况、作品质量、预期传播效果等要素进行

综合评估，对于入选的团队将授予“科普中国融创团队”称号，并

支持其入驻科普中国科普号，对其作品生产传播给予一定支持。

三、开展融创传播

融培计划将密切联系科研团队、创作团队与媒体渠道，邀请

相关专家、资深科普人和媒体代表出任“科普中国融创导师”并组

建“科普中国融创学院”，不定期开展线上线下培训，在科普作品

的选题策划、资源采集、设计制作和传播评估等各环节向融创团

队提供专业咨询和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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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培计划将入围作品在科普中国传播矩阵上百家媒体同步首

发，推送至科普中国云平台和中科院科普云平台，并鼓励团队后

续自行拓展渠道广泛传播。入围作品在线上线下传播推广的显著

位置标注“科普中国”标识，版权归中国科协所有，创作团队具有

署名权和网络传播权。

四、持续培育扶持

融培计划将组织有关专家对融创团队围绕《选题指南》生产

的原创作品品质及其传播效果进行评审，据此对作品予以不同额

度的经费扶持。融培计划拟于年底对各团队的创作与传播绩效进

行综合评估，对于本年度取得较为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社会影响

力的团队授予“2020年度科普中国融创之星”称号，并推荐参与

“科创中国”、全国双创活动周等相关活动。

五、有关要求

（一）有意参与申报的团队可访问科普中国融合创作频道查

阅前期成果情况，下载相关附件，并根据要求提交《科普融创团

队申报书》和选题作品，报送至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1月 30日。

（二）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具有融培计划申报评审、融

创传播、培育扶持的审议权。融培计划申报团队要保证在申报及

后续实施过程中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

益。

http://c.kep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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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以下情形的，融培计划有权对入围的融创团队进行

重新审核，并依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或同时采取撤销称号、

暂缓拨款、终止拨款、追回部分或全部支持款项、撤销对该团队

的资助以及三年内暂停申报资格等相应措施，并依法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1．申报团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及其他合法权益；

2．团队实施内容、经费支出、结项成果等与融培计划的约定

存在重大差异；

3．申报团队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挪用资助资金、违反协议等

情形；

4．申报者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六、联系方式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姚小燕 殷向荣 黎 文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四街 4号中国科学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100190）

联系电话：010-58813906 58813701 58812532

电子邮箱：yddzptj@cnic.cn

咨询 QQ群：科普融创（群号:236517337）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李大林 谷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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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68571652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陈 蕊

联系电话：010-68597551

附件 1：2020年科普融创选题指南.doc

附件 2：科普融创团队申报书.doc

中国科协办公厅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2020年 6月 18日

http://www.kepu.cn/ydrhcz/ydrhcz_tzgg/202006/W020200624582643266809.doc
http://www.kepu.cn/ydrhcz/ydrhcz_tzgg/202006/W02020062458310409688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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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0年科普融创选题指南

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围绕国家前瞻性战略部署，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

领域、重大工程和重大计划等，深入解读其部署实施的战略意义、

剖析决策背后的科学依据、展示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核心科学技

术，科学诠释战略布局相关成果对人类、自然和社会经济等方面

的关键影响，挖掘科学事件背后的科学人文意义，传递科学精神，

引导公众理性科学地认识国家科技战略部署。

（一）重大战略举措

促进公众对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理解，带动全社会科技产业

对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支撑，围绕我国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背后

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等进行科普创作。

1.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脱贫攻坚战；3.粤港澳大湾区；4.

长江经济带发展；5.“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6.河北雄

安新区；7.西电东送。

（二）空天探测、开发和利用

围绕探索、开发和利用地球以外空间的综合性科技布局，包

括空间科学卫星系列、深空探测、首次中国自主火星探测、地球

观测与导航、新型航天器和重型运载火箭等开展科普创作。

1.长征五号B型火箭；2.新型载人试验飞船；3.北斗卫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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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4.火星探测；5.长征八号火箭；6.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

7.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8.载人空间站建设。

（三）深蓝技术研发与应用

围绕服务于发展泛在融合、绿色宽带、安全智能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等开展科普创作。

1.第五代移动通信（5G）；2.大数据；3.人工智能；4.区块

链；5.量子计算；6.云计算；7.第三代半导体芯片；8.一体化融合

网络；9.自然人机交互技术；10.E级（百亿亿次级）计算。

（四）海洋资源高效开发和利用

结合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部署，重

点围绕维护海洋主权和权益、开发海洋资源、保障海上安全、保

护海洋环境的重大关键技术，包括深海探测、海洋环境安全保障、

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和大型海洋

工程装备等开展科普创作。

1.载人深潜；2.国产航母；3.海洋资源开发；4.海洋资源利

用；5.海洋、海岛与海岸带保护；6.饱和潜水；7.深远海搜救打

捞。

（五）深地极地探测、开发和利用

结合面向深地极地探测开发的技术需求，重点围绕深地资源

勘探理论及技术装备、极地环境观测及资源开发利用等开展科普

创作。

1.地下空间利用；2.深部探测技术；3.地下矿产资源；4.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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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液化；5.极区环境观测；6.地热能；7.极区变化对气候的影

响；8.极区资源探测与利用；9.我国主导的大型极区国际合作计

划。

（六）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围绕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

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系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

建设意义、科学原理、建设历程及应用成果等开展科普创作。

1.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2.综合极端条

件实验装置；3.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4.国家海底科学观

测网；5.大型低速风洞；6.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7.上海光子

大科学装置群；8.国产破冰船；9.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10.中

国散裂中子源（CSNS）；11.兰州重离子加速器；12.大亚湾中微

子实验；13.郭守敬望远镜（LAMOST）；14.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LHAASO）；15.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16.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17.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二、聚焦科学技术前沿

针对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科研技术本身进行

追踪和策划，聚焦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重要成果和重大突破，深

入剖析其科学内涵、技术影响和历史地位，挖掘科学事件背后的

科学人文意义，传递科学精神，激发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并对

科技发展现状形成准确的认知。

（一）宇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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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人类对宇宙认识探索的历史，革命性的宇宙探索工具，

人类对太空认识的进步及背后的故事展开科普创作。

1.火星探测；2.月球探测；3.空间生命科学；4.空间天文；5.

空间物理；6.小行星探测；7.黑洞；8.微重力科学；9.星系的结构、

形成与演化。

（二）生命认知

围绕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

发展规律的最新研究进展等开展科普创作。

1.病原微生物与宿主免疫；2.个性化药物；3.疫苗；4.脑科学

与类脑智能；5.微生物；6.动物；7.合成生物学植物；8.基因组学；

9.植物；10.微生物组计划；11.再生医学；12.心理学；13.干细胞

研究；14.重大疾病预防治疗。

（三）地球发现

围绕地球系统（包括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日地

空间）的过程与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等展开科普创作，促进公众理

解地球内部的秘密，唤起大众对地球家园的保护意识。

1.大气科学；2.地理学；3.地质学；4.地球物理；5.地球化学；

6.水文学；7.海洋科学。

（四）物质结构

围绕物质结构及基本组成的最新研究进展开展科普创作。

1.凝聚态物理；2.高能物理；3.超常环境下的系统力学；4.

量子力学；5.高分子化学；6.等离子体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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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围绕其他领域的前沿研究开展科普创作。

1.数学；2.系统科学；3.仪器科学与技术。

三、关注社会生活热点

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前沿科技的成果转化，都会影响

人们的生活并最终带来变革。采用“新闻导入，科学解读”的方式，

针对社会生活热点，用科学的声音实时准确释疑其中的关键科技

问题，挖掘科学事件背后的科学人文意义，传递科学精神，提高

公众科学素养，抗击谣言传播。

（一）灾害事故

针对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背后成因、应对措施以及救援知

识、风险管控等开展科普创作。

1.洪涝灾害；2.地震灾害；3.森林灾害；4.生物灾害；5.气象

灾害（台风、冰雹、沙尘暴、旱灾、雨雪冰冻等）；6.海洋灾害

（风暴潮、海啸等）；7.地质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8.安全事故（化工事故、矿山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建筑施工事

故、工贸事故、火灾等）；9.环境灾难；10.重大风险管控。

（二）安全生活

围绕家庭、食品、公共场所、交通出行以及网络空间的安全

问题等开展科普创作。

1.自救急救常识；2.食品安全；3.个人信息安全；4.家庭安全；

5.社区安全；6.公共场所安全；7.校园安全；8.交通安全；9.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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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三）健康生活

围绕公众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如传染病防控、心理卫生、

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健康生活方式等开展科普创作。

1.传染病防控（新冠病毒感染、呼吸道疾病、艾滋病等）；

2.科学就医；3.心理卫生；4.儿童肥胖；5.儿童近视预防；6.老年

人健康管理；7.慢性病；8.健康生活方式；9.科学健康观；10.卫

生应急；11.饮食营养与合理膳食；12.合理用药。

（四）重大热点

围绕重大热点事件开展科普创作，关注其涉及的科技信息，

探索事件和活动背后的科学精神等。

1.“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50周年；2.奇特天象（恒星爆发、

日环食、超级月亮）；3.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4.2020年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大会；5.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6.多条高铁开通。

（五）资源与环境保护

围绕保护自然这个重要话题，运用环境科学、生态学的理论

和方法，在生物安全、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资源的合理开发

等方面开展科普创作。

1.生物安全；2.地球生物保护；3.自然环境保护；4.水资源；

5.森林资源；6.能量资源；7.生物资源；8.土地资源；9.居住生活

环境保护。

（六）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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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现代农业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科学养殖等开展科普

创作。

1.绿色生产；2.农作物高效育种；3.农业合成生物；4.近海养

殖；5.深海养殖；6.农业资源高效利用；7.有害生物长效绿色防

控。

（七）能源

围绕正在积极研究的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关注其

开采、转换、储藏与应用的原理与技术等，开展科普创作。

1.可再生能源；2.未来先进核裂变能；3.燃料电池；4.电力储

能；5.绿色碳科学；6.其它新能源。

（八）高新技术制造

围绕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生产原理、所用技术，特别是自主核

心技术等开展科普创作。

1.生物药品制造；2.医疗仪器制造；3.仪器仪表制造；4.高速

列车制造；5.飞机制造；6.航天器制造；7.新能源汽车；8.大型船

舶；9.智能制造。

（九）军事科技

围绕军事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及国防安全等开展科普创作。

1.军事装备；2.军事历史；3.国防安全；4.现代化军队管理。

（十）科学与技术奖项

围绕科学意义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科学与技术奖项开展科

普创作，关注奖项研究的成果，解读科学依据，探索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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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科技进步突出贡献者的研究故事等。

1.国家科学技术奖；2.诺贝尔奖；3.全国创新争先奖；4.未来

科学大奖；5.菲尔兹奖；6.科学探索奖；7.拉斯克医学奖；8.图灵

奖；9.科学突破奖；10.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

（十一）主题日

围绕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主题日，包括国际主题日、国家主

题日和部委主题日等开展科普创作。

1.全国科技工作者日；2.全国科普日；3.全国科技活动周；

4.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6.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7.全国防灾减灾日；8.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9.中

国航海日；10.全民国防教育日；11.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2.全

国消防宣传日；13.中国航天日；14.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十二）文化生活

围绕大众阅读、写作、文娱、体育及其他艺术等方面的活动

开展科普创作。

1.影视文学作品解读;2.数字媒体艺术;3.体育；4.传统节日、

节气。

（十三）其他

围绕公众关心的其他话题开展科普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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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科普融创团队申报书

申报团队：

依托机构：

填报日期：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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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说明

一、关于团队申报

如创作团队仅为自然人组合，依托机构处可以空白。

二、关于作品申报

所申报的作品需围绕选题指南所覆盖的选题范围，体现科学

与艺术的融合、多种媒体形式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以及服务

模式的融合，能够探索创新表达方式，催生和扶植优秀科普作品，

加强公众对科学的正确理解。

所申报作品须为团队原创，且未曾公开发表。所使用素材无

版权问题。

作品形式包括：

（一）文章。文章字数以1500-3000字为宜。

（二）视频。视频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微访谈、微纪录、动画、

科学实验、脱口秀、微电影等。

（三）图说。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漫画、科学摄影、信息图等。

（四）其他。聚焦热点话题、具有独特科学内涵的直播等。

填报咨询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姚小燕 殷向荣 黎 文

电话：010-58813906 58813701 5881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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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普融创团队申报

团队名称

主要成果形式 图文、视频或其他等

团队负责人 依托机构 请填写全称

手机号码 职务、职称

电子邮箱 专业领域

联 系 人 电子邮箱

手 机 固定电话

快递地址

团队简介及科普融合创作相关业绩

（不少于300字。详情可附另页）

请从创建时间，团队主旨，人员组成，聚焦的主要学科领域，擅长的作品

表现形式，年度生产能力，以往作品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等角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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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组成

姓名 所在单位
职称

职务

学历

学位

领域

专业

创作

分工

手机

号码

科学性保障专家

（每个团队需有至少3位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科学性咨询和审核把关）

专家

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

职称
领域专业

手机

号码
电子邮箱

近两年代表性作品1信息

作品名称

作品发布平台

与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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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传播影响力

近两年代表性作品2信息

作品名称

作品发布平台

与链接

作品传播影响力

二、科普融创作品申报

作品名称

主创人员

申请支持 □传播支持 □创作与传播后扶持

作品简介（不超过500字，需介绍作品主要内容及突出特色）

示例：

作品聚焦某重大科研成果，由本团队与某科研团队联合打造，邀请首席科

学家亲自出镜讲解，通过实地拍摄、专家采访及三维动画等方式，讲述了

该成果的研制难度、取得的突破以及背后的重大意义，深入浅出地为大众

科普这一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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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成果描述（不超过50字，需描述作品的形式与个数）

示例：1篇3000字文章，配图9张，均为本团队拍摄或制作；1个3分钟微访

谈视频，主要是实拍

传播策略设计（不超过100字，介绍作品的传播契机设定与传播卖点））

示例：在成果验收新闻发布同时发布科普解读作品，传播点可聚焦在成果

的国际领先水平和重大应用前景上。

科学性审核意见

（每个申报作品需有至少2位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科学性审核把关）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领域专业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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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不超过100字）：

审核专家签字：

审核时间：2020年 月 日

三、签署意见及承诺

申报团队：

本团队将严格遵守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和科普中国品牌管理相关规

定，根据本团队创作传播方向，积极参与选题作品创作和申报。

本团队郑重承诺：

一、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

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二、所申报作品是本团队/本人独立进行创作的原创成果，且在此之

前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发布过。

三、所申报作品中相关的全部作品素材，均为原创或已取得所有权

人许可。

四、本团队对所申报作品享有完全的著作权，如申报作品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的，由本团队/本人自行处理侵权纠纷，并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所申报作品一旦入选，版权归中国科

协所有，创作团队具有署名权和网络传播权，并在线上线下传播推广的

显著位置标注“科普中国”标识。

团队负责人（签字）：

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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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机构意见：

承诺：

我机构将认真履行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和科普中国品牌管理相关规

定，对创作团队提供保障和支持，对扶持经费使用进行监督，扶植创作

团队开展科普融合创作与传播。

机构负责人（签章）：

机构（公章）：

2020年 月 日

抄送：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会各理事、监事，学会其他部门。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 2020年 7月 1日印发

校对：宣传部 杨芳 (共印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