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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在各大领域应用。其在科普出版领域的应用也越发广泛，无论是内

容创作、编辑校对、媒体融合等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帮助。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在科普出版的应用现状

以及在两者融合过程中所遇到的科学知识错误、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自身局限、编辑角色转变的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分别从技术监测、法律法规、技术成本、人员培养四个方面总结应对途径。提出了加强

技术检测力度、建立完整法律标准、技术革新降低门槛、培养复合人才等措施。为科普出版的未来发展

提供新路径，为科普出版的转型升级提供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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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applied in numer-
ous field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domain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shing is increasingly extensive. 
Whether it is content creation,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or media convergence, all rely on the as-
sist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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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in popular science publishing and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integration pro-
cess of the two, such as errors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imitations of the technology itself,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itorial role.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countermeasures are summarized in four aspects: technological monitoring, laws and regu-
lations, technological cost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path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shing and new measures for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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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

重要的位置”[1]。科普出版历来是科普事业的晴雨表，是国家科技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民科

普的重要媒介，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一座桥梁。科普出版承担着传播科学知识、传承科学理念、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技术的作用。近年来，科普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一系列政策也相继出台。

科普出版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已经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4 年 2 月 15 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研究推出的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模型 Sora 又一

次震撼了世界，而这距离它推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仅仅过了两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速度

在震撼世人的同时，也不断拨动着各行各业的神经。当下，人工智能已经在金融业、制造业、医疗业等

行业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掀起了行业大融合的新浪潮。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开展“人工智

能+”行动，打造数字产业集群[2]。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与科普出版的融合正在成为出版业的一个重要

趋势。 

2. 人工智能融合科普出版的时代机遇 

科普是提升国民综合素质的核心，是提升综合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2024 年 11 月 4 日，科学技术

普及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以来的首次修订，对我国

科普事业的目标和方向进行了完善。作为科普的首要阵地，科普出版承担着推动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的

重要任务。在当今数字化时代，随着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的发展，科普出版与人

工智能的融合速度开始加快。 
(一) 内容创作：自动生成内容，符合读者需求 
内容创作是出版工作的核心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传统的科普内容创作是一个繁重复杂的过程，

在策划选题阶段，作者需要深入调研，广泛搜集并筛选来自多方渠道的资料，同时全面把握国家政策导

向、图书市场动态以及读者群体的需求偏好等情况，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内容选题。随后进入内容生产阶

段，作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确保所引用的科学理论知识、科研项目等内容来源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此外，作者还需要对其创作的内容进行反复打磨与精心润色，以提升内容的可读性与普及性，使内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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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专业读者的需求，又能够使得普通读者所理解与接受。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

原创内容创作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其中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关键词

的识别提取，自动收集整理大量相关数据及重要内容，这大大缩短了传统创作过程中信息搜索的时间成

本。同时，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基于海量数据快速生成内容提纲、段落甚至完整的文章。

更为先进的是，某些写作工具还能够通过深入分析文章的核心概念与关键点，在此基础上自动生成一篇

新内容。例如，韩国图书《寻找人生目标的 45 种方法》就是在 ChatGPT 技术的支持下，仅仅用七天时间

便创作完成的成功案例，这充分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创作领域有着广阔发展前景。 
(二) 编辑校对：减轻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编辑校对作为出版行业的重要环节，要求编辑具备高度的专注力与敏锐的审读能力。尤其是面对众

多待处理的稿件时，他们通常需要按顺序对文档格式的标准化、文字风格的统一性以及错别字检索等问

题依次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自动处理能力为编辑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具体而言，

它能够精准识别错别字、捕捉语法错误和句子歧义等，并基于其内置的数据库提出针对性的修改意见，

从而有效减轻编辑的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文章质量的提升。此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图像

识别技术与机器学习技术的深度融合，为图书内容的深入分析和版权审查工作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些技

术能够自动识别并标记图书中高度相似或重复的内容，并通过与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对比分析，以免造

成侵权的风险。例如在期刊出版领域，中华医学会杂志率先在其采编系统中全面引入 AI 监测工具，该工

具能够准确判断文章是否由 AI 生成或是否包含由 AI 撰写的部分，其准确度高达 96%。此外，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方正集团联合研发的北大方正审校系统，通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计

算机算法，专注于文献的审校、排版等环节，极大程度上预防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为出版行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三) 数字呈现：技术融合出版，增强沉浸体验 
教育科普是推动创新发展的基础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十八大以来，随着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受众对于科学知识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深层次化

的特征，传统的科学普及形式已难以满足广大受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在此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

与科普工作的结合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二者结合不仅提升科普内容的互动性和沉浸感，还使得科普

形式得以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针对纸质教材在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便性等问题，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并融合多种新兴技术对传统纸质教材进行了系统性的数字化转型。这一举措不但简化了教材的

使用流程，而且实现了科普教育形式的创新，有效解决了传统科普形式面临的困难。此外，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发展为科普内容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模拟极其罕见或特殊的情境并呈现给

用户，增强了科普内容的吸引力。例如，《中国少年儿童海洋百科全书》这本书将二维码放入图书内页，

读者扫取二维码后就可以真实地看到相关的立体模型与简单的动画效果，科普融合人工智能向互动性和

实时性转变[3]；人教社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千秋诗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古诗文转化为唯美

的国风动画，再现了古人作诗的真实场景，也让受众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4]。这些创新实践

不仅为科普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也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科普出版中的巨大潜力。 

3.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科普出版面临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时代下，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为科普

出版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内容创作、知识传播、数据分析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强的创新力。然而，技术变

革总能引发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应用于科普出版领域会引发虚假科学、知识产权归属、成本投

入、从业人员淘汰等一系列挑战，对科普出版造成冲击。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1001


郭乐孝 
 

 

DOI: 10.12677/jc.2025.131001 4 新闻传播科学 
 

(一) “文化污染”造成虚假信息频发 
如今，在众多自媒体平台上传播的短视频中可以看到部分短视频底部会提示“该内容可能使用了 AI

合成技术，请注意甄别”的字样。这一字样透露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准确性的深刻反思。在文化生态

语境下，“文化污染”具体解释为一旦目标知识超越了人工智能的内置数据库的整体覆盖范围，或者当

人工智能程序未充分理解用户提出的问题内涵时，人工智能程序就会根据文本的表层含义与联系，机械

性地检索并重组相关知识信息。由于缺乏对语境的深度解析能力和对文化内涵的精确捕捉，这极易导致

错误信息的产生，进而引发“文化污染”的现象。对于刚接触科学知识的青少年而言，其科学素养的初

步形成可能会因此被误导，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比如“深度伪造”视频，开源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大

大降低了虚假视频的生成门槛，它可以生成表面看似真实但实则包含错误信息的视频或图片，这些虚假

信息的广泛传播不仅破坏了社会共识，还严重削弱了权威性与公信力。 
(二) 侵权案件激化产权保护争议 
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创作模糊了“原创性”和“创造性步

骤”的界限。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AI 文生图”著作权侵权案，引发了关于 AI 生成作品著作权归

属的讨论。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品，始终保护作者的权益。人工智能融合出版背景下，探讨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的争议变得尤为重要。由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包含第三方的内容，作品版

权的归属就变得复杂起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侵权需要从多个方面考虑，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

身是否侵权、训练数据库的使用是否侵权、内容组合生成的过程是否侵权等。 
人工智能技术在科普文章创作领域的伦理议题已激起广泛学术探讨，其中，抄袭行为的界定不再局

限于纯文字层面的复制，而是扩展至图表、图像乃至思维框架等更广泛的范畴，均应纳入保护之列。鉴

于科学普及的核心在于确保知识信息的准确无误，需要广泛引用相关数据和结论。因此，在科普作品中

明确标注引用来源，成为防止抄袭行为、维护学术诚信的关键措施。当前，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对于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与保护尚未形成定论，将具备具体独创性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著作权法

的保护范畴，不仅是实践中的迫切需求，也是法学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 技术局限制约业界创新 
在技术支撑层面，人工智能系统在应对知识与资源库匮乏的问题时展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系统设

计的初始阶段完成数据知识的采集后，其后续行为将不再受新经验的直接影响。为了将最新验证的科研

成果纳入系统，往往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重新设计。鉴于当前知识更新速度的显著加快，这一局限性导

致人工智能系统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难以实现有效适应。 
成本投入层面，OpenAI 发布的报告显示，到 2030 年，训练 AI 大模型的成本将从原先的 1 亿美元上

升至 5 亿美元，像 Gemini Ultra 这样的前沿 AI 模型开发成本甚至高达 1.91 亿美元。这可能就使得只有少

数大公司可以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在是否可以支付人工智能费用的两大部分群体间出现一道鸿沟。

对于科普出版，单一的出版系统可能无法支付高额的人工智能租用费用，AI 辅助科普出版的可持续性受

到干扰。 
(四) 融合时代促使角色转变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推动编辑行业的转型，从内容创作到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了显著影响。

人工智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帮助编辑更快、更准确地完成搜集、策划、写作等工作，

从而提升创作效率和质量。例如，AI 工具可以自动进行语法检查、抄袭检测和科学事实核查，使编辑能

够投身于更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中去。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编辑领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首先，编辑人员的最终

决策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算法偏见的影响。在 AI 训练数据存在偏见的情况下，这些固有偏见会一直存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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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被放大，导致内容选择的不公平或者观点的扭曲，引起一系列的决策失误。造成的科学知识错误也会

损害编辑行业的公信力和社会的良好形象。 
此外，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的熟练掌握已逐步演变为知识内容创作者不可或缺的

核心能力。编辑人员需积极学习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实现日常事务处理及宣传推广等工作目标的高

效达成，进而力求突破传统界限，实现“破圈”效应。对于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编辑而言，此任务的执行

颇具挑战性，其真正掌握与应用需依赖整个行业层面的系统性推进。 

4. 科普出版融合人工智能的新路径 

(一) 技术检测抵御科学错误 
第一，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生成的科学知识准确性不高的问题。要开发和改进深度伪造监测技术，对

来源不明的数据进行重复多级审核，直到科学团队统一认为该数据正确、符合事实才可进入下一阶段的

系统运行阶段。在监测技术的基础之上使用更加复杂的算法识别深度伪造。比如使用加密算法在科普视

频中插入哈希值，若视频被改动，哈希值也随之改变。在智能手机上嵌入关键信息以识别数字图像的元

数据来防止伪造作品的产生。但是，目前这些检测工具在准确性和可靠性上还存在挑战。例如，某些 AI
检测工具的准确率低于 80%，而且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将人类的作品和 AI 的作品混淆。 

第二，目前一些研究提出了多模态信息错误检测框架，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框架从信

号、感知、语义以及人类四个方面进行检测分析。多模态检测下最大程度降低错误遗漏的可能性。目前

在检测生成内容是否为 AI 生成方面成果显著，在检测信息客观准确性方面还有待提高。 
(二) 法律法规适应复杂背景 
在专利权方面，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的专利保护标准需要革新。例如，如何界定人工智能

生成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新颖性等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可以在专利法中

引入有关人工智能内容版权归属的新概念，如“数据处理权”可以赋予人工智能处理相关信息的法律权

利[5]；“算法透明度”可以更加方便查找侵权源头。由于人工智能知识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的核心在于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为了合理地解决 AI 作品版权归属的问题，可以将人工智能看作“虚拟

人”，赋予人工智能有限的法律人格，使其能够成为专利法上的适格发明人[6]。 
另外，在保护人工智能大数据需求方面，在不违反其他现存法律的情况下，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将公

共信息放入公共领域促进知识流通。是否符合进入公共领域的标准则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细致的法规。 
(三) 技术革新附带多方协作 
针对人工智能现存的技术局限性，可以以人工智能本身为出发点，使用高性能的存储系统。为满足

万亿级参数模型的高效数据处理需求，系统的读写性能要求很高。例如，浪潮信息推出的 AIGC 存储解

决方案通过智能资源调度和深度数据管理，实现了数据在不同存储层级中的高效流动。为了保证人工智

能系统的平稳运行，可以研发完善的系统监控服务技术，即使监测系统的软硬件、数据、网络的变化情

况，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发出警报提醒。 
面对人工智能的成本问题，需要构建多方协同合作机制，出版社、科技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共同承

担开发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降低人工智能应用门槛，扩展使用范围，帮助出版单位高效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科普。出版机构也需要结合已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条件，更加准确地学习科学知识

与技能，探索多元化的营利模式，促进业内的可持续发展。 
(四) 传统出版拥抱新兴科技 
科普出版机构从业人员应具备综合性的系统素养和数据素养，需对 AI 技术的核心原理、算法逻辑及

其在不同出版环节中的潜在应用有深刻的认识。出版人则需要掌握数据收集、清洗、分析以及可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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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能，能够运用统计学、数据挖掘等方法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内容创作提供灵感，

为编辑校对提供精准指导，为市场分析提供科学依据。 
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建立“产 + 教 + 产”(深化数字出版产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工智能产业)三

方共建协同培养模式。在此体系下，联合实验室与基地将成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出版人才的重要载体。

不仅能够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深度融合，还能够有效激发人才的创新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从而

为出版行业培养出一批既具备深厚专业素养，又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5. 结语 

科普出版作为联结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关键桥梁，承载着传播科学认知与普及科技应用的重任。

目前，科普出版领域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科普

出版的应用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探索其发展新路径，对于推动科普出版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

科学技术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创新与科学知识的普及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

位。鉴于此，政府机构、科研人员及编辑人员需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科普工作的深化，以期实现科普

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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