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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昆虫传粉的社会认知与公众参与的调查分析 

王嘉玮，张 颖*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摘要】昆虫传粉在生态系统中意义重大，维系着植物繁殖，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及生态平衡至关重

要。目前，昆虫传粉面临栖息地缩减、农药毒害等严峻挑战，北京市的传粉昆虫也受到城市化等显著影响。

本研究以北京市为对象，通过对 819 名不同层次人群的问卷调查，深入剖析公众对昆虫传粉的认知与参与

情况。研究发现，北京市公众对昆虫传粉概念有一定认知度，但深入认知不足，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和学

历群体间存在显著认知差异，而地区差异不明显。在认知渠道方面，学校教育虽为主要途径，但部分公众对

在学校增加相关知识的学习态度消极；网络、科普活动和社区宣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视、广播等传统媒

体宣传力度较弱。在公众参与情况上，74.6%的受访者参与过相关项目，公益宣传和栖息地建设活动参与度

较高，未参与者主要认为自身作用不大、缺乏活动信息或兴趣不足。此外，公众对社会舆论推动昆虫传粉保

护的作用信心不足，对媒体报道存在多方面需求，且在社交媒体传播相关知识的意愿有待提升。本研究提出

优化学校教育、强化媒体宣传、提升项目吸引力，以及引导社会舆论和媒体报道方向等针对性对策，旨在提

高公众对昆虫传粉认知水平与参与积极性，推动北京市昆虫传粉保护工作，维护生态系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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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nsect pollination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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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ect pollin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systems, maintaining plant reproduction and 
ensuring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balance. At present, insect pollination is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such as habitat reduction and pesticide poisoning, and pollinators in Beijing are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urbanization.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819 people of different levels in Beiji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ublic's 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insect pollin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 in Beijing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awareness of the concept of insect pollination, but their in-depth understanding was limit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gnitiv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gender, age,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groups,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not obvious. In terms of cognitive channels, although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main way, some people 
have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increasing relevant knowledge in school; The Internet,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publicity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hile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television and radio have 
been weak in publicity. In ter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74.6% of the respondents had participated in related projects, 
with high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welfare publicity and habitat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nd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mainly thought that they had little role, lack of activity information or lack of interest. In addition, the public l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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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in 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 in promoting insect pollination prote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demands for 
media report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disseminate relevant knowledge on social media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his 
study,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schoo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media publicity, enhancing 
project attractiveness,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reporting direction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public 
awaren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insect pollination, promote insect pollination protection in Beijing, and maintain 
ecosystem stability. 

【Keywords】Insect pollin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Social cogni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Public opinion 
 
1 引言 
昆虫传粉在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网络架构里宛

如一条关键纽带，牢牢维系着植物繁殖的关键进程，

对维持物种多样性、保障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的

稳定运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广袤农田中

农作物的硕果累累，到山野间野生植物群落的繁茂

昌盛，昆虫传粉的影响力如同涟漪般层层扩散，广

泛且深远[1]。相关科学研究表明，全球约 85%的开花

植物依赖昆虫传粉来完成繁殖，这其中涵盖了众多

关乎人类粮食安全的农作物品种，其贡献的产量约

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2]。 
1.1 调查背景 
全球昆虫传粉正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城市

化进程加速侵占了传粉昆虫的栖息地，使其生存空

间不断缩小[3]；另一方面，化学农药在农业生产中的

过度使用，也对传粉昆虫的种群造成了严重威胁。

相关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间，部分地区传粉昆虫

的数量锐减了 30%-50%，这一现象无疑给生态系统

的稳定敲响了警钟[4]。 
在此紧迫背景下，公众对昆虫传粉的认知水平，

以及参与保护行动的积极性，已然成为左右保护成

效的核心要素。北京市，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区域，

坐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众多传粉昆虫的栖

息家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高楼大厦

拔地而起，绿地面积逐渐缩减，昆虫传粉生态也不

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压力。一些研究指出，北京市部

分城区的传粉昆虫种类相较于几十年前减少了约

20%。 
1.2 调查意义 
深入探究北京市公众对昆虫传粉的社会认知与

参与情况，不仅能够精准洞察城市居民对生态保护

的态度倾向，更为后续制定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

保护策略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本研究综合运用问

卷调查的方法，全面剖析北京市公众对昆虫传粉的

认知现状，竭力探寻提升公众认知与参与度的有效

路径，为推动昆虫传粉保护工作添砖加瓦，贡献智

慧与力量。 
2 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 
2.1 调查区域及现状 
本研究聚焦于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

在中国生态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地处华北平原

北部，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15°25′ -117°30′，北纬

39°26′- 41°03′之间，总面积 16410.54 平方千米。北

京地形复杂多样，北部和西部为山地，东南部为平

原，这种独特的地形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为多

种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其中包括众多传粉昆虫。 
北京的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这种气候条件适宜多种植物生长，形

成了丰富的植被类型，从山区的落叶阔叶林到平原

的农田植被，不同植被为传粉昆虫提供了多样化的

食物资源和栖息环境。根据统计，北京地区拥有丰

富的传粉昆虫种类，包括蜜蜂、蝴蝶、食蚜蝇等，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北京的生态环境发生

了显著变化。大量的自然土地被开发用于城市建设，

高楼大厦林立，绿地面积不断被压缩，这对传粉昆

虫的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的碎片化影响[5]。相关研究

显示，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北京城区传粉昆虫的

种类减少了约 20%。以北京常见的中华蜜蜂为例，

由于栖息地的破坏和外来物种意大利蜜蜂的竞争，

其种群数量在部分区域明显下降。 
在城市核心区域，像东城区、西城区有着大量

高度密集的建筑和硬化路面使得传粉昆虫的生存空

间极度受限，仅在少数公园和绿地中能发现它们的

踪迹。而在城市郊区，比如大兴区、通州区，虽然仍

保留了一定面积的农田和自然植被，但农业生产中

农药的广泛使用，对传粉昆虫的生存威胁更大。此

外，北京的山区，如延庆区、怀柔区，拥有相对较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是许多野生传粉昆虫的重要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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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但也面临着旅游开发、森林病虫害等因素的干

扰。 
2.2 调查内容[6] 
调研内容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一是受访者基本情况包含性别、年龄、行业、职

业数据等。主要了解不同群体在昆虫传粉认知与参

与方面的差异，为后续进一步分析提供基础，同时

了解受访者所在城区或郊区，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对

其认知和参与行为的影响。 
二是社会认知度指标，通过问题询问是否听说

过昆虫传粉概念及参与相关活动，了解公众对昆虫

传粉保护的基础认知与相关活动参与程度。评估受

访者对昆虫传粉生态机制、重要性的了解深度，分

析相关知识获取渠道及对了解程度的影响。调研公

众对昆虫传粉教育、宣传、社区参与等提升认知途

径的看法，明确公众需求与期望。 
三是公众满意度指标，询问受访者对北京市昆

虫传粉生态环境及保护措施的满意度，收集问题反

馈与改进建议。针对参与过保护项目的公众，调研

其对项目组织、实施的满意度，收集改进意见以优

化项目。了解公众对昆虫传粉宣传教育活动的满意

度，为提升相关宣传教育质量提供参考。 
2.3 调查方法 
为全面了解北京市公众对昆虫传粉的认知及参

与情况，本研究精心设计了一套结构化问卷[7]。问卷

内容涵盖公众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职业、学历

等），以此探究不同特征群体间的认知差异；对昆虫

传粉的认知维度，包括知晓程度、了解渠道、对其重

要性的判断等；公众参与昆虫传粉保护项目的经历

与意愿；以及对提升公众认知与参与途径的看法等。 
调研对象为网络地址在北京的不同层次的人

群。在问卷发放阶段，在线上借助问卷星平台，通过

社交媒体群组（如微信、微博等）、专业论坛（如生

态保护论坛、自然科普论坛）以及相关公益组织的

网络渠道发布问卷链接，以覆盖广泛的人群，尤其

是年轻群体和互联网活跃用户。调查最终回收有效

问卷 819 份，为后续数据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调查结果 
总体来看，根据调查数据结果，多数人表示听

说过昆虫传粉的概念，了解昆虫传粉的一些基本概

念，这显示出该概念在社会层面具备了一定的传播

广度。在对昆虫传粉生态重要性的认知维度上，认

知情况参差不齐。部分公众能够认识到昆虫传粉对

于生态系统的价值，但也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对其关

键作用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认知误区。这反映出公

众对于昆虫传粉的认知更多停留在表面，对相关知

识深入认知与正确认知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3.1.1 不同身份的认知差异 
（1）性别差异 
在总调查的 819 名样本中，共有 419 名男性，

400 名女性；男性中对昆虫传粉有了解的占比为

72.55%，女性中有了解的占比为 58%。利用 SPSS 描

述统计中的交叉表对“性别”和“基础认知”进行卡

方检验。皮尔逊卡方的值为 20.625，渐进显著性远

小于 0.05。因此，可以看出性别对于“昆虫传粉”这

一基础概念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2）年龄差异 
在总调查的 819 名样本中，18 岁以下共有 51

人，18-30 岁共有 419 人，31-50 岁共有 273 人，51
岁以上共有 76 人；他们对于“昆虫传粉”有了解的

占比分别为 50.98%，73.99%，59.34%，50%；其中

年龄小于 18 岁的人群对“昆虫传粉”非常了解的占

比达到了 21.57%，在所有年龄段里占比最高。利用

SPSS 描述统计中的交叉表对“年龄”和“基础认知”

进行卡方检验，皮尔逊卡方值为 105.134，渐进显著

性远小于 0.05，由此结果可知，年龄对于“昆虫传

粉”这一基础概念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3）职业差异 
在全体调查样本中，职业分类学生、上班族、自

由职业者、退休人员和其他分别有 57 人、554 人、

143 人、55 人和 10 人，他们认知占比分别为 49.12%，

70.39%，58.04%，52.72%，60%；其中学生群体对于

“昆虫传粉”的相关知识非常了解的占比高达

19.3%。利用 SPSS 描述统计中的交叉表对“职业”

和“基础认知”进行卡方检验，皮尔逊卡方值为

130.342，渐进显著性远小于 0.05，由此结果可知，

职业对于“昆虫传粉”这一基础概念的认知也存在

明显差异。 
（4）学历差异 
在总调查的 819 名样本中，初中及以下共有 135

人，高中/中专共有 33 人，大专共有 250 人，本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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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91 人，硕士及以上共有 110 人；他们对于“昆

虫传粉”相关知识有了解的占比分别为 48.15%，

57.57%，63.2%，79.73%，56.37%；其中高中/中专

人群对“昆虫传粉”非常了解的占比达到了 27.27%，

在所有学历里占比最高。利用 SPSS 描述统计中的

交叉表对“学历”和“基础认知”进行卡方检验，皮

尔逊卡方值为 145.260，渐进显著性远小于 0.05，由

此结果可知，学历对于“昆虫传粉”这一基础概念的

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对“昆

虫传粉”这一基础概念的认知差异如图 1 所示。 

 

（a）                                                   （b） 

   
（c）                                                   （d） 

图 1  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对于“昆虫传粉”认知的差异 

 

（5）地区差异 
表 1 为北京各地区收集到的样本数量。利用

SPSS 描述统计中的交叉表对“地区”和“基础认知”进
行卡方检验。皮尔逊卡方值为 57.007，渐进显著性

为 0.108 不小于 0.05，由此结果可知，地区对于“昆

虫传粉”这一基础概念的认知几乎不存在差异。 
表 1  北京各地区样本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东城区 42 门头沟区 54 

西城区 55 房山区 62 

朝阳区 46 顺义区 44 

海淀区 55 通州区 44 

昌平区 39 怀柔区 55 

丰台区 60 延庆区 42 

石景山区 57 密云区 52 

大兴区 58 平谷区 54 

3.1.2 “昆虫传粉”的认知维度 
总体来看，大部分公众听说过昆虫传粉概念，

占比达 96.95%，其中“听说过，有一定了解”的居

多，占 61.05%，但真正“非常了解”的仅占 4.4%，

仍有 3.05%的公众完全没听说过。这表明昆虫传粉

概念有一定普及度，但深入了解程度有待提升。对

于昆虫传粉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认知较为分散。

43.96%的公众认为“一般重要，有一定作用”，认

为“极其重要，是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的仅占

6.96%，还有 18.8%的公众认为“不太重要，可有可

无”以及 16.24%表示“不清楚”。说明公众对昆虫

传粉在生态系统中关键作用的认识不足，需加强相

关科普宣传以提升相关认知（图 2）。 
3.1.3 “昆虫传粉”知识的了解渠道 
从收集到的数据来看，学校教育是公众了解“昆

虫传粉”知识的最主要渠道，占比高达 92.06%。这

表明学校在科普教育方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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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让大多数人从中获取了

相关知识。网络（社交媒体等）是次重要的了解渠

道，占比为 69.84%。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迅速

且广泛，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为公众接触昆虫传粉

知识提供了比较便捷途径。 
科普活动和社区宣传也有一定影响力，占比分

别为 59.58%和 50.67%。这些线下的活动和宣传方

式，能以直观、互动的形式让公众增进对昆虫传粉

的了解。电视、广播等媒体占比 30.89%，虽不及前

两者，但也在知识传播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择“其

他”的占 9.4%，说明存在一些相对小众的了解途径。

而仅有 0.12%的人表示没有专门了解过，侧面反映

出多数人对“昆虫传粉”知识有一定求知欲和了解

需求（图 3）。 

 
（a）对昆虫传粉这一概念的了解程度 

 

（b）昆虫传粉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的认知 

图 2  公众对于“昆虫传粉”的认知 

 

图 3  “昆虫传粉”知识的认知渠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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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昆虫传粉”相关项目的公众参与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74.6%的调查者参与过“昆虫传

粉”的相关项目，25.4%的公众未参与过。参与过“昆

虫传粉”项目的调查者中，有将近 90%的人都参加

共同保护传粉昆虫的公益宣传活动。还有 70.7%的

人群参加过城市公园、社区花园的昆虫栖息地建设

活动，且绝大多数为志愿者（图 5）。 
在参加项目过后，有超过半数（ 74.3%和

86.58%）的人都认为他们掌握了更多保护传粉昆虫

的方法，同时也提高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图

6）。 
对于没有参加过项目的人群，他们也给出没参

加过的原因。大部分人主要是认为自己参与的作用

不大，其次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活动信息，还有一部

分人是对于项目本身和活动都不太感兴趣，所以没

有参加过与“昆虫传粉”相关的活动（图 7）。 

 
图 4  “昆虫传粉”相关项目的公众参与情况 

 

图 5  “昆虫传粉”相关项目的参与类型 

 
图 6  参与活动后对昆虫传粉的认识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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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没参与昆虫传粉相关活动的原因 

 
3.1.5 教育与宣传对于“昆虫传粉”认知的影响 
从上述调查看出，学校教育是公众了解“昆虫

传粉”的最主要渠道。但在所有调查样本中却有

41.88%的人对于在学校教育（如中小学课程、科普

讲座等）中，增加对昆虫传粉知识教育表示“无所

谓”，仅有 21.97%表示希望，还有 36.15%的人表示

不希望，这对于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对昆虫传粉知识

内容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图 8）。 
从宣传角度来看，认为宣传力度很大（经常能

看到相关内容）的公众仅占 16.12%，比例较低（图

9）。而认为宣传力度一般，如偶尔能看到的占比最

大，为 41.64%。另外，认为宣传力度较小（很少看

到）和几乎没有宣传的公众占比分别为 30.4%和

11.84%。这表明多数公众认为，媒体在昆虫传粉知

识宣传方面的投入不足，未能达到广泛且高频次的

传播效果。 
对于宣传方式对提高公众对昆虫传粉重要性的

认识上，选择开展社区科普讲座的比例最高，达

85.35%，说明公众倾向于通过近距离、互动性强的

社区活动宣传来了解昆虫传粉的重要性（图 9）。其

次，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趣的科普图文、视频，占

比 81.32%，反映出社交媒体在昆虫传粉信息传播中

的重要性以及趣味性科普内容的吸引力。除此之外，

举办线上线下科普展览也获得了 52.38%的支持率，

表明这种直观展示的昆虫传粉宣传方式对公众有一

定吸引力。制作科普纪录片的选择比例为 38.83%，

说明该方式虽然有一定受众，但相比前几种受欢迎

程度稍低。 

3.1.6 社会舆论与媒体对于“昆虫传粉”认知的

影响 
认为社会舆论对推动传粉昆虫保护的作用很大

（能引起广泛关注和行动）的人数占比为 7.45%，比

例较低；认为作用较大，如有一定推动作用的占

13.92%。超四成（44.32%）公众认为作用一般、效

果不明显，还有 18.07%的人觉得作用较小、几乎没

有作用。16.24%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整体来看，

公众对社会舆论在推动传粉昆虫保护方面的作用信

心不足，认为其影响力有限。 
高达 87.06%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应重点关注公

众可以采取的保护行动，这表明公众渴望了解具体

的参与方式，以便为传粉昆虫保护贡献力量。还有

77.66%的人希望媒体解读相关政策法规，60.44%的

人关注保护传粉昆虫的成功案例，44.81%的人关注

昆虫传粉面临的威胁与现状。这些数据反映出公众

对全面了解传粉昆虫保护相关信息的需求，涵盖现

状、成功经验、政策支持等方面。 
调查中，非常愿意和愿意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昆

虫传粉及保护相关知识和信息的人占比分别为

7.69%和 14.29%，合计约 21.98%。持不确定态度的

人数最多，占 43.96%，这部分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

引导和激励。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传播的比例分别

为 16.97%和 17.09%，两者合计约 34.06%。总体而

言，公众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相关知识和信息的意愿

有待激发和提升，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公众参

与相关信息传播，扩大昆虫传粉及保护知识的覆盖

面（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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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公众对校园教育中“昆虫传粉”宣传的态度 

 

 
图 9  “昆虫传粉”宣传的力度认知和期待形式 

 

图 10  社会舆论对推动昆虫传粉及保护认知 

 
3.2 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全面且细致地分析了北京市公众

对昆虫传粉的认知与参与现状，从中可挖掘出多方

面深层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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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身份群体的认知差异：性别、年龄、

职业和学历对昆虫传粉基础概念认知有显著差异。

男性认知度高于女性，可能因其科学探索、户外活

动更多。18-30 岁人群认知度较高，得益于学习活跃、

互联网使用频繁等。学生群体认知度较高与学校科

普教育有关，高中/中专人群对昆虫传粉概念等非常

了解的占比最高，或因处于学习阶段，对自然关注

度较高，且学校教育与生活实践结合较好等。地区

差异不显著，说明知识传播在不同区域覆盖比较均

衡。 
（2）社会认知层面：昆虫传粉概念有一定普及

度，但许多公众深入认知不足，对其生态重要性认

识参差不齐。这表明科普工作广度有一定成果，但

深度和精准度有待提升，未能使大部分公众充分理

解其核心价值。 
（3）教育与宣传影响：学校教育是获取相关知

识的首要渠道，但部分公众对增加相关知识教育持

消极态度，提示教育部门需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

同时，网络作用也相当重要，科普活动和社区宣传

受到青睐，也能反映出线下互动式科普效果比较好。

但是，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明显宣传力度不足，需

创新方式并且需要注重互动性、趣味性，且需要贴

近生活。 
（4）公众参与情况：较高的活动参与率体现公

众对昆虫传粉保护有热情，公益宣传和栖息地建设

活动参与度高，主要因其形式直观、门槛低且贴近

生活。未参与活动的人大多数认为自身在保护活动

中的作用不大。另外，还存在对活动相关方信息获

取不畅和兴趣缺乏问题，说明相关项目的宣传和设

计需要进一步优化。 
（5）社会舆论与媒体作用：公众对社会舆论推

动昆虫传粉保护的作用信心不足，明显看出当前舆

论引导和动员机制欠缺。媒体报道应满足公众对多

方面信息的需求。另外，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

知识意愿不高，也需持续通过激励和优化内容来方

式来提升。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调研结论 
北京市公众对昆虫传粉的认知和参与呈现复杂

态势。在认知方面，虽具备一定基础，但深入理解的

不多，不同群体认知水平差异明显。在参与方面，参

与率尚可，但参与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究其原因，

从社会心理因素来说，部分人对昆虫存在一定程度

的恐惧，其中女性比例相对更高，恐惧感会直接抑

制参与意愿。儿童对昆虫的好奇心可能被家长以“危

险”为由压制，导致自然联结断裂。从制度性障碍角

度来看，对于昆虫传粉（如昆虫监测）要求具有一定

的专业度（如物种识别），会将非专业公众排斥在

外。教育与宣传在传播知识、推动参与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但目前存在诸多不足。社会舆论和媒体在

引导公众关注和参与保护方面，尚未充分发挥其作

用[6]。 
4.2 对策建议 
（1）优化学校教育内容与方式：教育部门应将

昆虫传粉知识有机融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开发趣味

性教材和实践活动。比如可以定期组织校园昆虫观

察活动、开展昆虫传粉主题科普竞赛等，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提升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针对不同学

历层次人群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普教育。对

于高学历人群，提供深度研究资料和学术交流机会；

对于低学历人群，采用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和讲座

进行普及。 
（2）强化媒体宣传力度与创新：媒体应加大对

昆虫传粉知识的宣传投入，增加报道频率和时长。

利用电视、广播开设专门的科普栏目，制作高质量

的科普纪录片和节目。结合新媒体平台，如在社交

媒体上打造热门话题，鼓励公众参与讨论和分享；

制作短视频，以生动有趣的形式传播知识。借鉴社

区科普讲座和社交媒体趣味科普的成功经验，创新

宣传形式，提高宣传效果。 
（3）提升公众参与项目的质量与吸引力：项目

组织者应加强宣传推广，拓宽宣传渠道，利用社区

公告栏、网络平台、公益组织合作等方式，广泛发布

项目信息。优化项目设计，根据公众兴趣和需求，设

计多样化、个性化的活动。比如，针对青少年开展昆

虫传粉科普夏令营；针对上班族，组织周末昆虫观

测志愿者活动等。提高项目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为

参与者提供专业指导和培训，让公众切实感受到自

身参与的价值。 
（4）引导社会舆论与媒体报道方向：相关部门

和社会组织应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通过举办主题活

动、发布权威报告等方式，营造关注昆虫传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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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氛围。媒体应根据公众需求，调整报道重点，

全面深入地报道昆虫传粉面临的威胁、保护成功案

例、公众参与方式和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媒体与公

众的互动机制，鼓励公众参与报道内容的讨论和反

馈，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5 结语 
昆虫传粉及保护是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物多

样性的关键环节，北京市公众的认知与参与对于本

地昆虫传粉生态保护至关重要。本次调查揭示了当

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方向。

通过优化教育、强化宣传、提升项目质量和引导舆

论等多方面的努力，有望提高公众对昆虫传粉的认

知水平和参与的积极性，共同推动昆虫传粉保护工

作，为构建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贡献力量。未来还

应持续关注公众认知和参与的动态变化，不断调整

和完善保护策略，确保昆虫传粉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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