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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和毁

灭性的特点，会给我们带来难以估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

失[1]。我国是遭受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976年

唐山M�7.8级地震和2008年汶川M�8.0地震对我国造成的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历历在目[2]。降低地震对我们造成

的危害除了增强建筑物的抗震设防能力以外，加强地震科

普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防震减灾意识也是重中之重[3]。

鲁西南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其大地构造处于靠

近郯庐断裂的华北板块一级构造单元东南缘，南以韩台

断裂为界，北东向以聊考断裂为界。区内中新生代断层

较为发育，断层相互改造与切割，形成多个煤田[4]。由

于地区构造较为复杂，加之煤炭的开采，一旦发生重大

地震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本次研究基于调查鲁西南地区人民群众对防

震减灾科普认知的现状和需求，用以指导鲁西南地区防

震减灾科普工作的方向和鲁西南防震减灾科普馆的布展

设计工作。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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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大量参考文献和充分考虑调查问卷的目的性、

通俗性的基础上，本次防震减灾科普需求调查问卷分为

四个部分：（1）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几个方面；（2）了解受访者

对防震减灾科普的看法及信息来源；（3）了解受访者对

防震减灾科普馆布展内容的需求；（4）了解受访者对防

震减灾主题的科普教育活动的需求。

2.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问卷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调查方式：（1）

线上利用问卷星平台，通过研究区内各学校、社区、图

书馆、景区及企事业单位为调查点进行线上发放，收集

到线上反馈的问卷共计1031份；（2）线下依托“5.12防

震减灾日”、“5.19中国旅游日”等当地的宣传活动，以

及在当地图书馆随机对来访人员进行调查，线下共发放

问卷600份。通过对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收集的1631份

问卷进行筛选，剔除随意作答等无效问卷，最终用于分

析的有效问卷数为1417份。

二、调查结果

1.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本次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统计见表1。由表1可知，受

访者中男性占比48.62%，女性占比51.38%，女性比例

略高于男性；从年龄统计来看，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16—18岁和19—35岁，两个年龄段占比达48.40%；从

受教育程度统计来看，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达70.90%；

从职业类型统计来看，受访者主要为学生，占比达

48.55%；从居住地统计来看，受访者主要来自城市和县

城，占比达59.84%。从本次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统计来

看，人员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占比

合理，分布面广，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和代表性，能够反

应该地区防震减灾科普需求的现状。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 居住地

构成 比例% 构成 比例% 构成 比例% 构成 比例% 构成 比例%

男 48.62 11岁及以下 8.73 小学及以下 10.38 学生 48.55 城市 24.73

女 51.38 12—15岁 14.84 初中 18.72 个体/企业职工 25.12 县城 35.11

16—18岁 20.47 高中/大专 37.83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10.04 乡镇 21.05

19—35岁 27.93 专科/本科及以上 33.07 农民 3.98 农村 19.11

36—55岁 17.46 自由职业 9.31

56岁及以上 10.57 其他（含退休） 3.01

2.公众对防震减灾科普的看法及信息来源

在问及“您平时是否关注防震减灾科普信息”一题

时，受访者中只有28.61%表示“经常关注”，41.42%的

受访者表示“有时关注”，22.70%的受访者表示“偶尔

关注”，还有7.27%的受访者“从不关注”防震减灾科普

信息（图1）。可见，大部分公众对于防震减灾科普信息

还是具有一定关注程度的，我们下一步应当继续加强这

方面的宣传工作。

图1　受访者对防震减灾科普信息的关注程度

58.20%的受访者认为“地震对人类造成的危害性、

影响性都十分巨大，所以每个地方都要认真进行防震减

灾科普宣传”，其中21.73%的受访者认为“虽然防震减

灾科普宣传很有必要，但要分重点和不重点区域分别进

行”；其余41.8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遇到过地震，不

需要进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以免浪费社会资源”（图

2）。由此可见，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任重道远，还有

近半数的公众对于地震的危害没有概念，我们应当加强

地震危害的科普工作。

图2　受访者对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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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受访者获得防震减灾科普信息的方式及希望

通过什么方式获得防震减灾科普信息，85.94%的公众还

是通过手机、电脑在门户网站上获取防震减灾科普信息，

还有62.46%的公众通过政府部门举办的公共活动来获取

防震减灾科普信息；通过公众的需求来看，大部分公众

还是希望通过网络和政府活动来获取防震减灾科普信息，

跟受访者年龄构成较年轻有关，还有75.46%的公众希望

可以通过传统媒体获取防震减灾科普信息。

图3　受访者获得防震减灾科普信息的方式

3.公众对防震减灾科普馆展项的需求

图4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防震减灾科普宣传

的重点应放在“地震预报、预警知识”，占比达90.01%，

这与我们科普宣传中遇到的实际情况相符；此外还有

81.96%的受访者认为“抗震设防知识”应该是宣传的重

点，74.98%的受访者认为“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技

能”比较重要。此三项可以作为今后防震减灾科普宣传

的重点。

图4　受访者认为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的重点内容

科普馆布展内容中，最让受访者感兴趣的是“矿

震的形成及其危害”，占比达91.27%，跟鲁西南地区煤

矿较多有关；其次，还有49.27%的受访者对“地震应

急避险、自救互救技能”感兴趣；46.46%的受访者表

示有兴趣体验“身临其境的模拟感受地震场景”；另有

43.16%的想了解“地震观测工作及观测仪器”。通过以

上数据可以看出，我们在科普馆布展设计中，应该突出

地区特色，充分利用地震台现有观测仪器的优势，满

足公众的好奇心，吸引更多的公众去了解防震减灾科

普知识。

图5　受访者对防震减灾科普馆的哪些科普内容感兴趣

由图6可以看出，86.91%的受访者认为科普馆应该

“还原地震后家园毁坏场景”，另有52.38%的受访者认为

应该“播放真实纪录片、地震现场照片”，看来大部分

受访者认为应该提高人们对地震危害的认识，增加敬畏

之心。其次，有74.39%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利用“图文展

板”来做地震科普，55.87%的受访者喜欢“趣味参与类

项目”；另有47.33%的受访者对“地震观测工作”感兴

趣。这就提醒我们，在场馆设计中，要增加地震危害的

宣传，使参观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还要增加互动体

验项目奖，让参观者参与其中。

图6　受访者认为防震减灾科普馆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科普方式

4.公众对防震减灾主题的科普教育活动的需求

对于以什么方式参观防震减灾科普馆（图7），

37.85%的受访者认为“以小组为单位，由工作人员讲解

参观”的方式最好；25.35%的受访者觉得应该由学校组

织，“以班级为单位，由老师带领参观讲解”最有效果；

这两种方式占比达63.20%，看来大部分公众还是喜欢在

集体氛围中且有人讲解来参观学习防震减灾知识。

图7　受访者认为什么样的参观方式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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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认为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活动应该“以‘玩’

为主，注重趣味性和互动性”（图8），占比达35.43%，

注重吸引参观者的好奇心，在娱乐中获得知识；27.66%

的受访者觉得应该“以‘学’为主，注重知识点的讲

解”；还有21.53%的受访者认为科普教育活动“只要注

意安全，其他无所谓”。由此看出，公众对于防震减灾科

普教育活动的要求并不高，仅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

科普教育活动应该多学习防震减灾相关知识，大部分公

众还是觉得以娱乐为主。

图8　受访者认为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活动中

应该注重什么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此次鲁西南地区公众防震减灾科普需求调查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

（1）公众对于防震减灾科普信息的关注程度不高，

对地震的危害性认识不够，防震减灾科普信息的获取渠

道也较为单一。

（2）从公众对于防震减灾科普馆的布展内容来看，

对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地震预报、预警知识、

抗震设防知识以及矿震的形成和危害需求度较高；公众

认为还原震后场景是最好的科普方式，对参与互动类的

科普展项较为感兴趣。

（3）公众最喜欢以小组的形式参与防震减灾科普教

育活动，并配合工作人员的现场讲解、互动小游戏，以

达到在欢快的氛围中获取防震减灾知识。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对鲁西南地区的防震减灾科

普宣传及防震减灾科普馆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渐偏

向于手机、微信、微博等门户网站，我们目前防震减灾

科普宣传的方向也几乎全部转向新媒体，但是本次调查

发现公众期望在传统媒体上获得防震减灾科普信息的需

求依然存在，今后我们应该扩宽科普宣传的渠道，在注

重新媒体领域进行科普创作的同时，不要忽略传统媒体，

尤其应该重视报纸、电视、电台等老年人经常获得信息

的渠道，覆盖更广泛的人群。

（2）在防震减灾科普内容方面，应该具有地域性，

更具不同地区特色制定相应的科普内容。例如在鲁西南

地区，我们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地震的危害性、地震避险

知识、自救互救技能以及抗震设防知识这几个方面上。

（3）针对鲁西南地区煤矿较多且公众对矿震的形成

和危害的科普需求度较高的实际情况，在“山东能源集

团冲击地压防治实操培训基地”的技术指导下在鲁西南

防震减灾科普馆内设置专门的展区，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还原真实的井下作业面，模拟真实的冲击地压事件，使

人们身临其境，了解矿震的成因、危害及其避免措施，

消除矿震在公众心中的“妖魔化”形象。同时联合“山

东能源集团冲击地压防治实操培训基地”在兖州、邹城、

滕州等矿震多发地区进行专项科普宣传，打消公众对矿

震的恐惧心理。

（4）在开展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活动时，应当注重趣

味性和互动性，分成小组由工作人员带领，使参观者达

到更好的参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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