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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研思路与方法》共分十四章，分别介绍医学科研的一般问题，思维方式，医学科研设计的要
素、原则、常用方法，医学科研中的误差、偏倚及其控制，动物实验，临床试验，医学文献研究，医
学科研论文写作，医学科研课题申报与实施等。
本教材适合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等本科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中医
药专业研究生教材，对中医药科研、临床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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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四、常用实验动物介绍  第三节动物实验的常用方法  一、实验动物的捉拿固定方法  二、实验动
物的编号标记方法  三、实验动物的给药途径和方法  四、实验动物用药量的确定及计算方法  五、实验
动物的麻醉方法  六、实验动物的采血方法  七、实验动物的处死方法  第四节动物模型  一、动物模型
的定义  二、动物模型的分类  三、动物模型的设计原则  四、建立动物模型的方法  第五节中医动物模
型  一、中医动物模型的复制方法  二、常见证候动物模型复制方法  第九章临床研究 第一节临床研究
概述 一、临床研究的定义  二、临床研究的特点  三、中医临床研究的范畴  第二节临床研究的方法和
原则  一、选题的提出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三、临床试验中盲法的运用  四、临床试验中对照的运用  
五、临床试验中的随机化 六、观察指标的选择 七、临床试验中的依从性 八、多中心临床试验 ⋯⋯ 第
十章中医临床研究 第十一章中药的研究 第十二章 医学文献研究 第十三章医学科研论文的写作 第十四
章医学科研课题的申报与实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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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坚持学习，博览群书，开阔眼界，独立思考
，勤奋钻研，不断探索。
只有知识面宽，好奇心强，才能做到才思敏捷，触类旁通，产生新的、独特的见解。
②养成敏锐的观察习惯，处处留心，捕捉灵感，随时记下某个问题的意念。
医学选题的意念一般来源于I临床实践、文献资料及由实践积累和反复研读文献而产生的灵感，临床实
践是产生初始意念绝佳机会。
③培养创新思维，科学研究需要幻想，需要进行发散思维。
创新意念和创新精神是科研的灵魂，在科研选题中要敢于打破常规，大胆想象，敢于突发奇想，敢于
标新立异。
④追根求源，永不放弃。
加拿大医生席尔在研究精神压力学说的过程中，从初始意念到精神压力的发现做了十多年的研究实验
，光是实验用的老鼠就达18000只。
不是每一个初始意念都能发展为研究课题，但是每一个研究课题都经历过初始意念阶段。
例如“为什么针灸能治疗疾病？
”、“为什么不同疾病具有共同的症状、体征？
”，初始意念往往缺乏具体性，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凝练问题。
查阅文献资料是凝练问题的重要手段。
 二、查阅资料 初始意念是否能够上升为研究问题，需要查阅文献资料。
在查阅文献过程中，研究者能够系统了解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背景，国内外研究进展情况和达到
水平，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发现研究的空白点。
从而借助别人的研究结果，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与优势，找到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
阅读文献资料还能够找到解决研究关键问题的设计方案、测量指标、测量工具与测量方法等，为研究
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创新性、需要性、特色性、效能性等均通过文献反映出来。
因此，文献资料是选题的基石，好的选题必须要用强有力的文献做支撑。
任何研究都要体现继承性与创新性，继承性要通过文献体现，创新性也是通过文献分析完成的。
 三、建立假说 任何科学研究的选题都需要假说做支撑。
处理因素、研究对象与干预效应之间需要一个暂定的理论框架，即假设为干预研究的理论框架，否则
，该选题就无法成立，假说的建立必须符合科学性与创新性。
 四、确定选题 在科研假说成立后，就应该围绕该假说进行科学构思，确定科研课题，从而选定课题
的题目。
题目即研究课题的名称，它是研究的核心。
题目应该符合简洁、明了、新颖、醒目、高度概括的原则，题目至少应包括处理因素、研究对象和干
预效应3个要素，并且能够反映三者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题目中还应该暗含研究假说。
例如“运动意象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恢复的研究”，运动意象疗法为处理因素，脑卒中患
者为研究对象，上肢运动功能恢复为研究的干预效应。
同时，这个研究的暗含的研究假说是：运动意象疗法对脑卒中患者的上肢功能恢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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