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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找到原创科研课题？

 充分阅读文献，紧密跟踪最新研究热点

 基于临床工作的认真细心观察发现，提出问题

 基于前期研究工作，总结和深入挖掘拓展

 基于学术研讨会议学者的汇报，移花接木

 多与同行沟通交流



阅读文献

常见文献类型论著、综述、系统性评价侧重点有差别

1.论著一般告诉详细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重点关注设计思路

2.综述汇总相关疾病或研究的进展，寻找课题时需要重点研读，

文献的未来展望和不足是关注重点

3.系统性评价一般用于比较临床干预措施的差异，对寻找课题

帮助不大



临床细心观察

临床病例和临床现象：

在平时的日常临床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些疾病往往

有着共性的特点，也会呈现一些不同表现，需要敏锐的眼光去发

掘

除了常见疾病外，有些疾病发病率很低，临床病例数不多，标本

很珍贵，这类疾病的深入挖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前期工作与交流

对于有着一定前期工作基础的研究人员来说，前期课题的结束

时，在相关领域会有自己的发现和展望，对这部内容继续延伸

将是新的课题的基础

学术会议和交流是思想碰撞和思路打开的机会，要重视每次的

学术会议交流及与同行的沟通交流，新的课题方向的产生可能

就在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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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NSFC撰写要求为参考
1 项目名称

2关键词

3摘要

4立项依据

5参考文献

6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案

7关键科学问题、可行性及创新性

8预期研究结果

9工作基础

10对申请书的整体理解



为啥要申请基金？

申请基金的动机：

自己的兴趣爱好

需要靠它生存

上职称的必备条件

单位强制要求

不能落后与其他人

……



准备申报基金前我们要明白3个问题

一、“为什么做”；二、“怎么做”；三、“为什么你来做”

 “为什么做”对应申请书中的立项依据和科学问题，在这两部分应该讲清

楚“为什么做”。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课题立项的必要性

 “怎么做”就是研究方案，如何一步步开展

 “为什么你来做”就是说服审稿人为什么你来做，而不是别人，为什么这

个任务交给你合适，并且让基金委放心，对应于申请书中的研究基础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是项目学术思想的高度浓缩和学术水平的直接反映

 项目名称好未必能提高学术评价，但项目名称不好却一定能

降低对项目的学术评价

 项目名称的命名原则是将关键词进行有序和合乎逻辑的组合，

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重要和最清晰的信息

 常见问题：项目名称字数太多或太少；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

系不清，如因果、并列、包容关系混乱等



关键词

 关键词是申请书中最重要的学术概念，包括科学问题、科学目标、研

究意义、研究内容、及主要技术方法等

 通常5个关键词中可能有2（或3）个描述科学问题，1个描述研究内容，

1个描述技术方法，1个描述预期结果和意义

 关键词要依照关键词的内涵及逻辑关系进行排列



摘要（限400字）

 摘要包括研究背景、科学问题、研究目标、研究基础、研究内容、技术

方法等，高度浓缩地回答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及本工作意义等问题

 摘要通常有7个句子，分别描述不同的内容。其中1个句子描述背景、1个

句子描述研究现状、1-2个句子描述科学问题、2-3个句子描述研究内容及

技术方法、1个句子描述结果、结论及意义

 最常见的问题是结构失衡，即过多描述了某个方面的内容，如过多描述

背景、科学问题或研究内容、技术方法等

 由于摘要的字数有限，因此过多描述某些内容就会影响其他内容的描述



摘要套路

第一句是，简要讲清楚你的研究项目涉及的疾病及其危害、或者某种自然现象，

让评审人知道你的研究项目和啥有关系

第二句过渡到这个领域中存在的一个科学问题，即告诉评审人你的项目就是要解

决这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第三句告诉针对这样的科学问题你已经取得的发现或者初步结果，这些前期工作

基础是支持你进一步来解决该科学问题

第四句告诉评审人你将提出下面3-4点研究内容来解决该科学问题；你可以列出

这3-4点精炼的研究内容

第五句纯粹是客套话，就是解决的该科学问题带来的科学和社会意义或者价值



立项依据

 立项依据是体现项目科学性、创新性的最重要环节

 主要围绕研究背景、科学问题的提出，科学假说的确立（包括解决问题的思

路），科学意义及创新性进行描述

 其要点是把本项目科学问题中已解决的问题（既往研究背景）与尚未解决的问

题（本项目的科学研究目标）都能够清晰描述

 常见问题：对研究背景只是泛泛地描述文献报道，没有分析、阐述，无法让读

者完整、清晰地了解相关的研究现状；把立项依据写成了综述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要以英文文献为主，适当引用国内同行知名专家的文献；要尽量引

用与本项目有密切关联的近期发表的论文，和最重要的文献包括本领域顶级

期刊的论文

 除了引用与本研究观点一致的论文，慎重引用观点不同的论文；适当引用自

己的工作

 常见问题：文献陈旧不够新或引用文献太少（少于20篇）或太多（大于50篇）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案

 由于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这几部分内容均围绕实施

过程进行描述，非常容易混淆

 研究目标回答“为什么做”、研究内容回答“做什么”、研究方案回答

“如何做”的不同问题

 推荐的撰写模式是先目标后内容的描述，使研究目标、内容、方案、技术

路线这一系列内容的撰写符合由简到繁的逻辑关系（形成塔形结构）

 常见问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案描述的繁简不当；研究目标用

一段文字而不是分段描述，读者需要从中判断到底是几个目标；某些内容

在不同的标题有重复



关键科学问题、可行性及创新性

 关键科学问题是指对达到预期目标有重要影响的某些内容如某些理论问题

 可行性分析应从理论、技术方法、实验方案、已有的实验工作基础、已掌握的

实验技术、已具备的实验工作条件、团队成员掌握的实验技术等方面描述

 创新性是通过描述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的区别，分析比较提炼特色及创新性，如

研究视角、选用方法技术、实验方案设计，本研究预期结果的科学性以及研究

结论的科学意义等体现项目的创新性及特色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强调项目所在的领域、方向在科学上的重要意义并不等同

于本项目在科学上就具有创新性及特色



预期研究结果

预期研究结果通常分成两部分描述，即研究结果及

研究成果

常见问题：只有预期研究成果如论文、人才培养，

而没有预期研究结果的表述



工作基础

 工作基础包括与本项目相关的实验数据、结果和已发表的相

关学术论文

 申请书中在工作基础和申请人简历两部分都涉及提供学术论

文的内容

 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论文，而后者是

申请人的全部论文



对申请书的整体理解

 研究背景、科学问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预期结果

是整个申请书科学研究的主线，首尾呼应，环环相扣

 背景引出问题；问题决定目标；问题、目标决定内容；内容决定方案、技术路

线；根据问题、目标、内容、所用技术对研究进行预测，得出预期结果。关键

科学问题、关键技术、可行性、创新性、年度计划、工作条件及工作基础是辅

助描述内容，是对申请书特色、创意重点的补充和辅助描述。

 其中关键科学问题、关键技术、可行性、创新性，要通过概括、凝练进行辅助

说明。而年度计划、工作条件及工作基础则必须实事求是的表述，必要时需通

过提供佐证对相关信息加以说明，以便证实其真实性



一、如何找到原创科研课题

二、如何写好原创科研课题

三、临床原创课题示例

讲座提纲



1、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肌腱在骨隧道里的腱骨愈合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热点

2、静脉血中的fibrin clot含有大量细胞因子

3、细胞因子可以促进腱骨愈合

4、将fibrin clot缝合在移植的肌腱中一同拉入骨隧道是否可以促进腱骨愈合

5、基于此设想，设计了临床对照研究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