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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科学研究（科研）？

– 科学研究：是指利用实验手段和装备，为了认

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

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科研目的 科研思维 科研定位



1、科研目的：探索和认识人类的未知领域，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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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数据积
累活动

基础研究

http://ggene.cn/UploadFile/200811/20/E618175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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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思维
• “学习型”向“探索型”转变
• 不要学用分离，为用而学

Reading after a certain age, diverts the mind too much 
from its creative pursuits. Any man who reads too much 
and uses his own brain too little falls into lazy habits of 
thinking. 
过了一定年龄阶段后的学习，会太多地转移有利于创造性
发挥的精力。任何一个人，如果学习太多，他用大脑进行
思考的机会越来越少，进而就会养成懒于思考的习惯。
（爱因斯坦）

科研思维能力需要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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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定位
• 要有明确的目标: 〝三定〞

– 定研究方向 很稳定

– 定研究领域 相对稳定

– 定研究课题 非常活跃

定好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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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型
实
验
的
目
的

初步掌握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培养独立科研工作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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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独立科研工作的基本能力？
• 掌握信息, 复习文献的能力

• 创新思维能力

• 科学实验设计能力

• 科学实验操作能力

• 科学论文撰写发表能力

• 科学基金申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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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研究的基本流程

• 科研课题设计（查阅文献资料，调研，选择实验项目；设
计实验方法和实验步骤）

• 进行预实验

• 开题论证

• 正式实验（收集、整理实验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

• 总结和完成论文

• 进行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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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进行科研课题设计

• 目的明确
• 立论新颖

• 研究内容集中

• 研究方法恰当

选题

确定研究内容

确定研究方法



11

1、选题
（1）目的明确：通过实验需要解决什么科学问题

• 选题的来源

–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临床疾病基础研究、临床问

题的科学研究、利用临床资源的研究）

–从前期工作和/或文献中凝练重大科学问题

–选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课题不能背离“方向”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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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论新颖：创新思维，敢于提出科学假说

• Idea的来源：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理论和实验基础之上，符合科学
规律

– 临床实践的启迪

– 交叉学科启迪

– 文献

– 自己工作的连续性

科研只有金牌没有银牌
谁都没有想过的，谁都没有作过的，谁都没有用过的？
“看看有什么变化”，“研究甚少”，“填补空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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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依据（提示蛛丝马迹）---提出明确假说

知识爆炸时代如何复习文献？
• 复习文献不是为当“饱学之士”，而是将其用于科学实验
研究

• 按“三定”决定掌握知识的程度：
– 定研究方向－－专业人员水平(大综述，专著)
– 定研究领域－－专家水平(小专论，综述 )
– 定研究课题－－N0.1专家水平（尽可能收集相关原著文
献建立自己的‘课题文献库’）



16

（3）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科学发展导向；社会需求导向；功利导向

– 探索未知,不要过于功利；原创性强其意义和价值可能

不明了，反之已显示出高价值的工作原创性已不强

（4）可行性：切合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技术水平和实验室

条件



17

作为终末期心脏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心脏移植已被广泛接受。尽管
有报导认为冷保存6h后的心脏在移植术后有较好的预后，但临床统计证实
随保存时间延长，移植后死亡率仍有从冷保存2h的9.8％上升到4h的17.6％
的趋势[1]。 · · · ·。延长供心保存时间，改善心脏保存质量，对抗移植后缺
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研究显示，ATP 敏感性钾通道特别是线粒体ATP敏感性钾通道
（mitochondrial ATP-sensitive potassium channel，mitoKATP）的开放可减
少缺血心肌细胞的坏死和凋亡的发生[2-4] 。· · · · 。故本研究将观察
mitoKATP选择性开放剂二氮嗪是否可改善离体大鼠心脏长时程低温保存后
的效果，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

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出科学假说

作为终末期心脏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心脏移植已被广泛接受。尽管
有报导认为冷保存6h后的心脏在移植术后有较好的预后，但临床统计证实
随保存时间延长，移植后死亡率仍有从冷保存2h的9.8％上升到4h的17.6％
的趋势[1]。 · · · ·。延长供心保存时间，改善心脏保存质量，对抗移植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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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研究内容

• 研究内容要集中

• 大胆假说，小心求证
– ‘小题大做，深做’，不要‘大题小做，浅做’

–处理“深入”与“全面”的矛盾

–避免研究内容不足以得到预定目的

–避免研究内容超越预定目的



假说：A因子是心肌肥厚发病的新因子
确定研究内容以论证此假说

–疾病过程中A因子动态变化与疾病表现关系
–补充外源性A因子对疾病表现的影响
–阻断内源性A因子对疾病表现的影响
–A因子发挥效应是否通过已知的心肌肥厚因素
–A因子效应的细胞分子机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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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研究方法---方法要恰当
– 方法技术为研究目的服务
–根据实验条件选方法
–根据工作者熟练程度选方法
– 方法学的创新将开拓研究的新领域
– 引进新技术与避免“高射炮打蚊子”，最常见的
误区:追求时髦方法忽略目标

用他人之所用,想他人之未想,
做他人之未做,得他人之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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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法

• 整体人或动物、离体器官、
组织、细胞

• 选择要点

– 动物种类

– 动物品种和纯度

– 健康状态和营养状况

– 年龄和体重

– 动物的性别

实验
对象

实验
模型

观察
指标

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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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法

• 经典与新建
• 是否需与人一致或接近
• 可行性

实验
对象

实验
模型

观察
指标

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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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法

• 背景指标：如证实疾病模型复制成功的
指标；反映质控的指标；反映阴性或阳
性的对照指标等→必须是肯定的结果
( 方法要稳定)

• 探索性指标：现象(如药效)观察与机理探
索

• 前瞻性指标

实验
对象

实验
模型

观察
指标

统计
分析

• 多（广）或少（精）好？
• 明确每个指标的原理和意义，避免指标
冲突

• 假设实验全部顺利，所得结果能否达到
设计目的？

• 指标选定必须有依据
• 指标测定的具体步骤，包括标本采集时
间、样本处理、测定方法和使用仪器等

• 特异性、客观性、重现性、灵敏性、技
术和设备的可能性



24

研
究
方
法

• 计数指标和计量指标

实验
对象

实验
模型

观察
指标

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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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的三大原则

（1）对照（Control）：
– 空白对照

– 实验对照

– 自身对照

– 组间对照、阴性对照、阳性对照



26

（2）随机化（randomization）

（3）重复（replication）---严格质控

动物 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

小（小鼠、大鼠、蛙） ≥10 ≥30

中（兔、豚鼠） ≥6 ≥20

大（犬、猫）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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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实验

• 预实验的目的：
– 对原始假说作非正式验证
– 实验方法和步骤是否切实可行，测试指标是否
稳定可靠

– 初步了解实验结果与预期结果的距离，为正式
实验提供补充、修正的意见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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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ntrol Group 1 Group 2
1

2
3

4

• 建立操作程序
– 落实每个方法
– 预试成熟，建立程序。不仅用手更要用脑做实验
– 设计实验记录与观察内容（实验记录表；单项归纳表；
汇总表等）



29

五、开题报告

– 论文题目（中文题目和英文题目）
– 选题背景及意义（附参考文献）
– 研究内容
–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可行性分析
– 预实验结果
– 实验进度安排
–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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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式实验
1、做好实验数据记录
• 原始记录本－－注重原始性，即时记录

– 按时间顺序记录
– 实验对象：种类、体重、性别等
– 实验药物：出处、剂型、浓度、剂量，给药途径等
– 实验环境：时间、温度等
– 实验方法及步骤
– 记录好测量到得结果和数据，保存好原始描记图等

• 原始数据的整理－－另设实验数据处理本
–按测定指标设立数据处理本
–不得涂改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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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处理实验结果
• 客观、求实
• 严格进行统计学处理，也需结合专业要求.
• 不要刻意追求阳性结果，不要忽视阴性（否定）
结果的科学价值

• 正确对待和分析失败的实验，不仅用手而要用脑
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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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指标的计算

– 计量资料：平均数±标准差/标准误

– 计数资料:百分数(率或比) ±标准误

• 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 t-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

析、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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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论文撰写

• 摘要
• 引言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1、引言 Introduction

• 问题的提出(背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
题（明确的科学问题即作者自己的工作目的)

• 自己以前工作基础(作为提示)

• 本工作的目的、方法、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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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 模型上，观察 … 指标，以探讨 …



2、材料与方法 M & M 
（1）材料的写法和意义

– 试剂和材料来源，质控标准

– 对象：人或实验动物的入选标准

– 注意伦理

All animal care and experimental protocols complied 

with the Animal Management Rule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cumentation 55, 

2001) and the Animal Care Committee of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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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序
– 主要指标―次要―辅助指标
– 整体（模型）―― 离体；功能―― 结构;
– 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学-形态学
– 引出参照文献简述,能序贯有可操作性;讲明改良之处

（3）统计学（正确选择很重要）
–计量资料or计数资料
–单因素或多因素
–两组资料与多组资料
–正态或非正态分布
–配对或非配对
–样本大小



3、结果 Results

• 用实验资料反映你的思路，不是工作汇报
• 方式

– 文字叙述：直接体现出作者思路；罗嗦，难前后多指
标比较；（应归类叙述）

– 图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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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

• 图表的作用
– 真实、准确地展示和反映数据
– 以较小的空间承载较多的信息
– 启发作者和读者思考数据的本质和分析数据所
揭示的内在规律

– 简明、直观、有效地表达复杂的数据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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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格
• 特点：适于呈现较多的精确数值或无明显规律的复杂分类数
据和平行、对比、相关关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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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结构：三线表（顶线、栏目线、底线）、序号、标
题、项目栏、表体、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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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

• 分类
– 照片
– 线形图
– 柱状图
– 圆形图
– 多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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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使用图表

• 确定你的主题-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 采用图表还是文字更有效？
• 哪种图表形式最适合你的目的？
• 读者能理解图表的内容吗？
• 揭示了数据的本质和你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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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用图表？

没有必要时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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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格还是图？

• 表：很多数据，缺乏趋势，侧重数字、描述
• 图：表现关联、趋势、因果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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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ptomycin
Isoniazid

Streptomycin+
Isoniazid



53

• 图像的获取
– 使用扫描仪、使用数码相机、截取屏幕

• 分辨率

– 图像仅用于显示在电脑上时，可选择100－150Dpi

– 图像用于打印或出版时，可选择300－600Dpi
• 图像格式

– 图像仅用于显示在电脑上或网上交流，可选择JPG格式
– 图像用于资料保存、打印或出版，可选择TIF格式

• 图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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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软件

• GraphPad Prism 5.0
• Sigmaplot
• DeltaGraph 5.0
• Microcal Origin 7.0
• SmartDraw
• Excel 
• SAS 
• 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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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Pad Prism-特点

• 自动更新功能
• 数据的统计容易理解
• 自动添加误差线
• 曲线拟合非常方便
• 可以选择各种分辨率输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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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分析与统计

• 对数据进行曲线拟合和回归的功能：线性回归、非线性拟

合、曲线平滑、模拟理论曲线、对曲线的积分和求导、存

活曲线及曲线下面积的计算等

• 统计分析功能：频度分布、t 检验(及非参数t 检验)、单因

素和双因素的方差分析、相关性检验等

• 对数据进行变换的功能：对数据按指定公式进行数值变换、

归一化、去除行、消除基线、X 和Y数据进行置换等



4、讨论 Discussion
论文深度取决于选题和实验结果。四段论式讨论
• 背景材料：展开问题的提出，避免与前言重复；有关本研究的一些基

本知识(不要离题太远）
• 实验结果的分析讨论：归纳结果；各指标的意义（与文献值比较）;结

果说明什么问题和方法存在什麽问题；最后可有一个小结（归纳）
• 对结果分析讨论：本实验观察到的现象的

–可能的发生机制（多参照文献推测）
–可能的（生理病理生理）意义（作用）

• 本实验存在的不足，如何进一步研究的分析，进一步提出的新问题
•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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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注意点：

① 引证讨论文献知识太多(不同于学位论文)，掩盖

了本工作的贡献

② 分析不合逻辑，结论不当

③ 讨论太浮浅，文献知识不熟悉

④ 写成工作总结，缺乏学术高度

⑤ 要正确使用缩写词，尤其是组别缩写词



5、致谢
–参与部分工作
–提供直接帮助:思路、材料、方法技术、实验条件及指教
–基金资助

6、参考文献：为什么要引文献
–立论依据的文献(第一段)：新、权威性文献；不用快报或摘要
–自己工作的自引：工作连续性
–实验结果与文献资料比较(第二段)：新，可用快报, 会议及个人咨询
资料

–机理和工作意义分析(第三段):广引文献
–方法学：经典文献,注意引文准确，不要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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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要
–问题的提出（Background）
–本工作目的
–对象；方法(指标，分组）
–主要结果（不要太多;要有数据和统计）
–结论与展望

8、再推敲文章题目
–切题,明确结果,缩写词？

60



9、投稿
–按杂志稿约修定（留底).
–引用该杂志文章?   
–忌一稿两投

10、致命伤
–目的不明确
–重复性工作无创新
–方法学或数据问题致结果不可信
–临床研究:伦理;病例和对照选择;临床关系分析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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