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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科技创新需要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的指导科技创新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源泉。
科技创新是探索自然奥秘和发明新东西（物品），是做前人或他人没做过的或没做完的研究课题，它
是在走前人或他人未走过的路，没有现成的光明大道可走，它是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
因此，科技创新工作具有探索性、创造性、新颖性和个体能动性等。
因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者需要有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作指导，以便使研究工作增强自觉性，减少盲
目性，少走弯路和尽量不走大的弯路，促进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大的成果。
科技创新工作的思路正确，方法对头，则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就会出现事倍功半的情
况，甚至失败，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浪费。
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与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成长关系密切。
笔者愿为不断攀登自然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们服务，把前人或他人创立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和笔
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广大读者。
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一书的写成本书是笔者自1978年至现在（2003年）在给校内外研究生
和校外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方法论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并征求部分研究生和有关专家的意见之后，
整理而成。
三、资料来源本书资料来源于以下四方面：一是几十年来从广阔的知识园地里搜集来的。
采纳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观点和学术见解。
这可从书的脚注和书后所列的主要参考文献中看出来。
二是从访问专家学者得来的。
几十年来，笔者在科技界和学术界等领域拜一些专家学者为师，在向他们请教中获得了许多科技知识
、科技史的知识、治学方法和了解学术研究动态等，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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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作指导。
本书从科技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若干成功经验，并力求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
书中着重论述了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选题、搜集资料、观察试验、模拟方法、科学抽象、理想化方法、
类比法、逆向思维方法、归纳法与演绎法、分析法与综合法、逻辑证明方法、头脑风暴法、数学方法
、信息论、系统论与控制论方法、科学假说和撰写科技论著的基本方法等内容，同时阐明了科学技术
研究中的机遇、灵感和想象的内涵、哲理及其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作用。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大学研究生、本科生教材，可供教师、科技研究人员和科技管理干部使用；对人
文科学工作者以及走自学成才之路的青年读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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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结构分析实验：是用来测定化合物的原子或原子团的空间结构的实验。
物质中普遍地存在着同分异构现象，仅仅靠定性分析实验和定量分析实验测定出构成物质成分的含量
，也还不能充分地把握某些自然事物的本质。
例如，石墨和金刚石，它们的化学组成完全相同，而它们的物理性质却大不相同。
这就要通过结构分析实验才能解决。
对照比较实验：为了研究某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而通过对两个或两类自然事物和人工事物有个别变量
的实验值获得的结果进行对照比较和鉴别的一种实验方法。
这种实验是把所要研究的对象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似组群，其中一个组群是已经确定其结果的事
物，作为对照比较的标准，称为“对照组”，让其自然发展，人们对之不加任何干涉。
另一组群是未知其奥秘的事物，作为实验研究的对象，称为实验组（或试验组），通过一定的实验步
骤，判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性质。
相对比较实验：人们为了寻求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和特性等，设计这样的实验：把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单元同时进行，作相对比较。
用这种方法进行实验，往往容易得到宏观现象，比较易于观察清楚。
例如，间隔时间短，频繁吃甜食，使糖在嘴里存留的时间长，则牙易出龋齿，以及人的“情绪多变易
患重病”的结论，就是运用相对比较实验做出的。
析因实验：由已知的结果去寻求其产生的原因而进行的实验。
析因实验的特点是：结果是已知的，而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未知的。
对于有两个原因的析因实验，可以通过比较实验的方法，去确定何者为主要原因；对于有多个原因的
析因实验，可以通过逐个排除的办法，去确定最主要的原因。
模型实验：人们根据已知的事实、经验和一定的科学理论，设计构思出尚待创造的事物的大致结构和
轮廓，结果便是研制出一个未来将出现的事物“原型”的“模型”，即计划中预期产物的模特儿，它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对象——“原型”的主要特征。
人们所构思和研制出来的“模型”是否符合实际，要经过一定的实验去鉴定、修改，使之日趋完善化
。
这种实验方法，叫做模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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