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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属实验科学，科学研究是推进现代医学发展的关键。
医学院本科毕业生虽然在基础医学阶段已接受过初步的实验技能训练，但其目的多限于验证课堂上所
学的理论知识。
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后，主要任务是探索未知的生命现象。
因此，如果将大学本科教育定位于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则研究生教育是通过规范而系统的实验
研究，引导学生对知识的应用和挖掘。
    一旦步入科学研究殿堂，科研实践本身固有的神圣和神秘对研究生产生巨大吸引力，但科研道路经
常遭遇曲折和挫败，又常使年轻人不知所措，甚至可能因此而丧失信心。
究其原因，在于科研实践是一种高度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活动，它有赖于现代化的精密仪器作为工具
，更取决于实验者的创新性思维。
因此，科研能力的培养，其关键是对研究生进行科研思维的训练。
    本书重点阐述如何进行科学研究以及撰写科研项目申报书。
全书基本框架为：第一篇概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及主要步骤，涉及科学问题的提出、查阅文献、凝练
科学问题、提出科学假说、制定研究计划和设计研究方案。
第二篇主要介绍如何撰写项目申请书，通过解析成功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分析常见问题及其解决
方法。
第三篇主要介绍在科研实施过程中，对实验流程进行标准化、正确书写实验记录、客观观察实验现象
、科学整理和分析结果并给予严谨的科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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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卓娅，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1974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疗系；1979年-1982年在同济医科大学攻读免疫病理硕士学位；1982
年-1989年在同济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任教，并从事免疫学研究，在此期间参加2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其中一项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及湖北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9年-1993年在德国马尔堡菲力蒲大学免疫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巨噬细胞产生TNF的调控及其
机理的研究。
自1993年回国以后，先后负责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共2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项，
其中1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63项目1项、国家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
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
获“三育人”奖、优秀教师奖、优秀研究生导师奖、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奖等。
　　龚非力，1942年11月生，上海市人。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现任政协武汉市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员
会副主委、农工民主党武汉市第七届委员会主委，同济医科大学免疫学教授、免疫学博士生导师、器
官移植研究所兼职教授、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免疫学教研室主任。
1968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医疗系。
1968年至1979年先后任湖南402医院和武钢医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
1988年至1998年任同济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副教授、教授。
1993年2月至6月、1994年9月至12月分别赴德国开展合作科研。
是中国免疫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暨中国遗传学会“免疫遗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免疫
学会理事长、武汉市免疫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二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免疫学发展纲要”评审组副组长，国家教委“博士点”、“博士后点”评估专家，国家教委出国人
员评审专家，湖北省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武汉市政府科技智囊团专家组成员，武汉市科委科研基金
评审专家，同济医科大学等学位委员会成员，汕头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医科大学分子免疫学卫
生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微生物及免疫学等杂志编委、特约审稿人。
1990年至今在国家核心专业杂志发表论文近60篇，主编《人体的万里长城》、《医学免疫学》、《基
础免疫学》等书。
参编《医学免疫学》（全国医学院规划教材）等教材。
1990年以来获国家专利1项，湖北省及卫生部科技进步奖3项，武汉市科技进步奖1项，德国ESSEN大学
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1项。
1994年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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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自己（与研究生共勉）《OVER THE TOP》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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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医学科研课题的设计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科学和科学研究　　一、科学的定
义和划分　　（一）科学的定义　　科学一词来源于拉丁语scientia，即知识或学问（knowledge），汉
译名“科学”则来自日语。
字义上，“科学”似可理解为“分科的学问”，但该定义未揭示科学这一概念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本质?　　反映论（theory of reverberation）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gnoseology），它把人的认识（知识）视为对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反映，即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
识事物，正确地反映事物，而达到客观真理。
客观真理就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认识（知识）。
科学是真理，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知识，而歪曲反映客观实际的知识则不是科学，也不是真理。
科学态度就是如实地了解实际，实事求是地反映实际，而不附加任何客观实际本身所没有的东西。
科学方法就是可用于正确反映实际的方法。
因此，“正确反映实际”应是“科学”一词的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
　　所谓“正确反映”，应作辩证的理解。
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无终止的历史过程。
在此过程中，人们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知到比较完全的知，从对客观实际的近似、不完全和相对
的反映（即相对真理）不断地接近完全和绝对的反映（即绝对真理），永无止境。
在科学发展的特定阶段，由于历史条件（包括生产水平、认识水平、认识手段等）的限制，它所达到
的真理，仅是近似、不完全、相对的真理，但它们却是构成绝对真理的因素。
换言之，“正确反映”仅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此乃科学的最本质的特征。
　　根据上述理解和认识，可将科学简明地定义为“人们正确或比较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分
科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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