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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象科普是气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和任务。做好气象科普对于公共气象服务和防灾减灾有重

要的作用。传统的气象科普方式多为专业图表加上气象知识配合的形式，内容主要是天气过程的重现和灾

害天气防御指南。这种展现方式虽然在科技性上面满足了科普要求，但是表现形式不能满足青少年的“视

觉追求”，因此科普取得的效果不甚满意。基于此，我们尝试将手绘漫画引入气象科普中，将专业的气象

术语和重要天气影响过程转变为生动的神话人物和有趣的故事。通过几期节目的科普效果来看，受众反应

良好，具有较好的推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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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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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到 2020 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要超过 10%的目标。气象科普是科

普阵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大众最为关注的科普内容之一。 

近年来随着气象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的不断提高，气象科普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更加关心气象科普的传播性和有效性。气象科普也从原来单一的图文展板模式转为多元化的融媒体表现方

式。中国气象宣传和科普中心制作的微电影《火炉城市的冰雕》收看人数达千万；姜虹等团队制作的手绘

作品《龙舟水》也让科普爱好者耳目一新，阅读和点击率短时过万，影响巨大。 

市县级气象部门是气象服务和科普的第一线，因此科普需求非常迫切，但是由于缺乏稳定团队的策划，

很难有地方特色和影响力的科普服务作品。我们在借鉴了众多优秀的科普作品以后尝试了使用手绘漫画的

形式来进行科普宣传。 

2 手绘漫画在科普表现中的优势 

   目前气象科普的主体——青少年具有相当明显的“个性”，手绘漫画是一种符合他们需求和喜好的表现

形式。手绘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自带一种独有的生动和灵气，更加具有设计者的个人特色。不

同的作者就有不同的风格和效果。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内容不能用文字表述，但是可以运用图像表达

的方法，手绘利用动作或者表情可以将其轻而易举地展现在一个思维空间里。这样的方式对于科普我们的

一些专业的气象知识来说再好不过。其次，手绘漫画一般都会结合一两个故事来展开，或者是家喻户晓的

经典故事，或者是时下“网红”的桥段。科普观众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代入感，这样对于科普来说效果更好。

最后就是手绘漫画具有较高的原创知识版权保护能力，这样对于科普传播，有效打击伪科学都有很好的作

用。 

3 如何将手绘漫画和气象专业知识结合 

3.1 定原型 

    气象科普就是将老百姓关心和感兴趣的气象科学知识进行普及，因此首先就是要选择科普话题。气象

知识是从物理量场和表征因子入手进行系统学习，这种方式显然不适合漫画形式的展开。我们应该选择一

种典型天气或者一类天气形式，最好是老百姓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台风、雾和霾、寒潮或者梅雨等内容。

亦或者是对生活生产有很大关系的天气，比如暴雨、雷电、龙卷风等。这样“单个”的天气适合进行手绘

创作。 

3.2 选角色 

    手绘漫画一般都是需要一个假定的人物通过故事的“演绎”来达到表现目的。因此通常的做法就是选

择一个“合适”的角色，选择的角色要有很鲜明的特点，可以选择需要宣传的品牌代言人，也可以选择有

影响的历史或神话人物。选择角色有利于故事展开，也更利于读者有一种自然地代入感。 

3.3 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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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好角色和需要科普的内容以后，接下来要编写一个符合角色的故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案。文

案的编写很大程度决定了漫画的风格和科普的成功率。一个好的文案必须是让观众丝毫察觉不到你的“目

的”，看到最后才会“恍然大悟”，因此文案的编写对于气象科普手绘漫画来说至关重要。 
3.4 画漫画 

将写好的文案进行场景化，分成一张张图片内容，然后绘制出手绘人物和场景，最后根据文案进行图

片的着色、精修以及过渡和排版处理，使之连接成为一篇完整的手绘漫画作品。 

4、惠画·轻科普系列手绘作品介绍 

嘉兴市气象局气象融媒体团队在多方调研和深入分析后，创立了气象轻科普服务品牌——布克·私议。

该品牌以“科普内容轻度化”、“栏目风格轻松化”、“节目篇幅轻盈化”为主旨，对日常生活中，大家

常会碰到的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结合气象和其他领域的科学知识、并通过分析数据，以讲故事的形式

进行解答。品牌科普内容尽量使用当下热门词语和网络惯用语言，增加科普受众阅读意愿。惠画·轻科普

是该品牌的手绘漫画系列。其中一个连载系列是《老布侃大神》，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很多神

话故事和神话人物“深入人心”，民间也有很多风俗与之相关，对老百姓有很强的认同感和感召力。因此

团队创作的这个手绘系列作品就是把天气现象“拟神”化处理，例如：把梅雨比作旃檀功德佛，把西太平

洋副热带比作如来佛祖，把台风比作斗战胜佛等等。因为我们传统的神话故事的描写中，各位神仙不仅具

有神通广大的法术，还具有很鲜明的性格特征，这和我们不同的天气类型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天气影响下

也会有不同的阴晴冷暖，选择与之相像的天气形势或天气过程，重点描述 1-2 个特征和需要注意的防御知

识点。 

梅雨天气为例，我们选择了旃檀功德佛作为该天气的表现主角，主要是该角色在影视剧中给人的印象

是温文尔雅，“啰啰嗦嗦”以及做事“黏黏糊糊”，这样的性格特点同梅雨天气中高温高湿下面连续的降

水天气“高度重合”，梅雨天气中体感不适，给人感觉黏腻也很好的和角色进行了对应。因此梅雨这一期

内容中重点就对主角的性格进行了描述，科普了江南梅雨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梅雨发生时高、中、地面

的天气形式配合特征，以及梅雨天气中暴雨频发需要防范此类灾害的提醒。 

《老布侃大神》使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形象的生动和传达具有艺术语言的信息，使得手绘作品具有瞬

间沟通的效果，它的直观性和感染力，使其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的同时还能产生很大的实用性。漫画的设

计要从漫画的原型抓起，这要求设计者深入生活、观察细节以及感知情感。每一期《老布侃大神》都需要

根据编剧所给的剧本设计不同的角色，再将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赋予变化的性格特征。为了更好的塑造角

色的性格特征，需要不同的线条、不同的动态等。电脑和手绘板是手绘漫画的辅助性工具，漫画经过后期

处理和媒介转化之后，使文字型的作品转换成了一个个非常直观的分镜头。而这些分镜将整一部作品连贯

的串在了一起，也给观众带来视觉的冲击和情感的共鸣。 

手绘对象要有非常鲜明的特色，以《老布侃大神》系列为例，作品主人公选择了唐僧、孙悟空、如来

等性格鲜明，特点突出的形象，这样就让读者有一个很好的代入感。 

 



图 1：《老布侃大神》系列手绘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部分） 

 

手绘作品中的人物表情和动作可以适当地夸张一些，使之具有一定的“喜剧”色彩，语言最好能够生

动轻快并符合时下的“流行语”。这样更容易让读者有一个轻松愉快的阅读环境。适当地也借鉴了影视作

品和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和用语。 

 

图 2：《老布侃大神》系列手绘作品中部分人物表情及动作 

 

5 反思与改进 

5.1 文案编写至关重要 

好的文案是成功的一半，尤其是手绘漫画形式的气象科普节目，需要较强的气象专业水平和文学阅读

功底。既要保证科普内容的科学性，又要让气象科普具有趣味性，这就需要一个“转变”过程。需要我们

的气象服务人员不断学习，加强自身文学修养，这样才能不断创作出读者喜闻乐见的漫画作品。 

5.2 灵活敏锐捕捉兴趣点 

    气象科普不应该只是在 3·23 世界气象日和 5·12 防灾减灾日进行，而应该以“润物细无声”的公益

态度随时随地做科普。这样就需要我们的气象科普人员关注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以及时下流行风向和话题，

适时的推出气象科普作品，这样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3 把握语言和图片的尺度 

    虽然我们利用手绘漫画进行气象科普是为了对主流的科普群体进行“精准投放”，但这绝不意味我们

就一定要极力迎合“网红”的用语和图片。气象科普一定是科学为先，一定要避免使用敏感话题和词语，

对于一些图片的使用也要注意把握尺度，不能让科普变了味。 

5.4 效果虽好但精力耗费巨大 

通过我们前几期的气象科普手绘漫画的反响来看，大家都对于这样的表现形式很认同。但是手绘漫画

和气象专业知识的结合是一项复杂而又具有专业性的工作，因此将占据大量的时间进行编写和校对，业务



工作的有序安排和岗位设置是成功地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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