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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选题



选题的基本原则——“三性”

• 科学性：

选题应建立在前人的科学理论和实验研究基础之上，
应符合科学规律，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

• 创新性：

选题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或提出新规律、新见解、
新技术、新方法，或是对旧有的规律、技术、方法有所修
改和补充。

• 可行性：

选题切合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技术水平和实验室条件
，使实验能够顺利实施。



选题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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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相关领域研究进展

立题
• 提出科学假说

书写标
书

• 立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及实验方案、创新
点与可行性分析、预期进展、经费预算等

专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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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意见



科研选题与文献检索

立题依据主要来源于：

• 科学领域中存在的空白之处

• 文献检索给予的启发

• 文献报道中存在的矛盾与争议问题

• 前期研究中的新发现

为了立题和提出立题依据，必须进行文献检索，包括本
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研究状况、最新热点和前沿问题等。



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内容

• 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如综述、论文前言和讨论）

• 最新热点和前沿问题（研究意义显著、近年内论文篇数）

• 研究空白点（相关研究论文的篇数）

• 研究内容（借鉴其他相似研究）

• 技术路线

• 检测指标

• 研究手段

• 统计方法

• ......



中文文献检索方法

中国期刊网









英文文献检索方法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的“三要素”

• 实验对象

• 处理因素

• 实验效应



实验对象

1.分类

–种属：

•人

•动物

–实验水平：

•整体动物：正常动物、疾病模型、转基因动物等

•离体器官：子宫、心脏、小肠等

•离体组织：肛尾肌、血管条等

•细胞：肝细胞、心肌细胞等



2. 动物种属的选择

• 常用小鼠、大鼠

• 中枢神经—猴 心血管—猫 抗过敏—豚鼠

3. 正常动物选择的一般原则

• 年龄、体重 如小鼠18~28 g, 大鼠180~280 g

• 性别 药效多有差异

• 生理与健康状况 需动物合格证



4. 常用实验动物模型

1) 肝损伤动物模型
–四氯化碳所致动物肝损伤法

–醋氨酚所致动物肝损伤法

2) 肾损伤动物模型

–阿霉素所致动物肾损伤法

–甘油所致肾损伤法

–庆大霉素所致肾损伤法

3) 哮喘动物模型
–组胺和乙酰胆碱引喘法

–血小板活化因子诱发哮喘法

4) 疼痛动物模型
–化学刺激法

–热板法

–电刺激法



5) 炎症动物模型
–耳肿胀法

–棉球植入法

6) 惊厥动物模型
–化学物质惊厥法

–电惊厥法

7) 心律失常动物模型
–哇巴因诱发心律失常法

–乌头碱诱发心律失常法

8) 其它疾病动物模型
–查阅文献和相关书籍



处理因素

根据研究目的由研究者人为施加给受试对象的因素

1.处理因素的标准化

有来源、批号、剂型、给药途径、给药剂量等

2.处理因素的数量、水平与设计

分单/多因素设计、单/多水平设计等

3.消除非处理因素干扰

年龄、体重、性别等，注意构成比，要一致



实验效应（检测指标）

• 计量指标及统计方法

• 计数指标及统计方法

• 等级指标及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定量指标）

• 定义：用定量方法测量每个观察单位的某项指标，所得的

数值资料为计量资料，亦称数值变量资料。

• 举例：调查7岁男童生长发育状况时，以人为观察单位，

每个人的身高（cm）、体重（kg）和血压（kPa）等数

值为计量资料。

• 统计学方法：

– t检验

完全随机化设计的两样本均数的t检验

配对t检验（配对设计和自身对照设计）

– 方差分析

用于两组或多组样本均数间差别的显著性检验



计数资料（定性指标）

•定义：先将观察单位按某种属性或类别分组，然后清点各

组的观察单位数，为计数资料，亦称无序分类资料。

•举例：调查某人群的血型分布，按A、B、O、AB型分组得

各血型的人数为计数资料。

•统计学方法：

–四格表法（2×2） 2检验

–行×列表法（R×C）2检验



等级资料（半定量指标）

• 定义：将观察单位按某种属性的不同程度分组，所得各组

的观察单位数为等级资料，亦称有序分类资料。

• 举例：临床疗效按控制、显效、好转和无效分组所得各组

人数。等级资料介于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之间。

• 统计学方法：

–秩和检验

–Ridit分析

–等级相关分析（两事物关联性）



指标选择注意事项

• 特异性：反映某一特定现象，且不与其他现象相混淆

• 客观性：易于量化的、经过仪器测量和检验而获得的

• 重复性：在相同条件下指标变化可以重复出现

• 灵敏性：由实验方法和仪器的灵敏度共同决定

• 可行性：既有文献依据，又符合本实验室条件和研究者实

际水平



实验设计的“三要素”——实例

巴比妥类药物的抗惊厥作用
【目的】了解大剂量可拉明的中毒表现——惊厥，观察巴比妥类药物的

抗惊厥作用。

【器材】250ml烧杯，铁丝笼，1ml注射器，注射针头。

【药品】1%苯巴比妥钠，0.5%戊巴比妥钠，5%可拉明，生理盐水

【方法】取体重相近的小白鼠3只，称重，编号。1号鼠腹腔注射生理盐

水0.1 ml/10g，2 号鼠腹腔注射2%苯巴比妥钠溶液0.1 ml/10g，15

min后 3只鼠同时皮下注射5%可拉明0.1 ml/10g，待发生惊厥后(

以后肢强直为惊厥指标)，3号鼠立即腹腔注射0.5%戊巴比妥钠溶

液0.1 ml/10g，1号鼠不再给药。观察3只鼠出现的症状。



实验设计的“三原则”

• 随机原则

• 对照原则

• 重复原则



随机原则

• 在抽样或分组时必须做到使总体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同等

的机会被抽取进入样本，以及样本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同

等机会被分配到任何一个组中去

• 实现随机化的方法：

–抽签

–查随机数字表或随机排列表

–利用计算机产生的伪随机数

• 通过随机化，降低系统误差的影响



随机数字表



对照原则

• 目的：通过对照来鉴别处理因素与非处理因素之

间的差异，抵消或减少试验误差（实验对象来源

、种属、性别、年龄、体重、实验条件、实验方

法等）

• 分类：

–自身对照：是把实验动物本身在实验前、后两阶段的

各项相关数据，分别作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结果并进

行统计学处理。

–平行对照



平行对照组：
1.空白对照（正常对照，阴性对照）： 使用不具致病或药理

作用的物质作为对照（生理盐水、溶剂）

2.标准对照（阳性对照)：用已证实有效、公认或已批准上市

的药物作为对照

3.相互对照：实验中各实验组之间互为对照（不同剂量组）

4.模型对照：在某有关实验条件下所设对照（疾病模型对照

、老年对照等）



重复原则（三层含义）

1. 对某样品进行观测时，为了减少方法和操作等带来的误

差，将每一个样品分成n份，测出各份样品某指标的观测

值，用它们的算术均数作为每个样品该指标的直接观测

值

2. 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独立重复地观测n个样品（或受试

对像），这就是通常所指的“重复试验”，其目的是为

了降低以个体差异为主的各种试验误差

3. 在部分或全部试验条件有规律地变动时，从同一个样品

（或受试对像）上重复测量到n个数值，称为具有重复测

量的试验或设计



• 计量资料的样本数每组不少于5例（10-20例）

• 计数资料的样本数每组不少于10例（3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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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利弊

• 重复利于排除个体差异对观测结果的影响。

• 样本含量n过大：人力不够，工作粗枝大叶，资料

可靠度低）

• 样本含量n过小：统计规律无法显露出来

• 针对具体情况，根据专业和统计学知识作出合理的

估计



实验设计的“三原则”——实例

阿魏酸钠对雷公多藤甙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的影响

【实验方法】

取小鼠40只，随机分为5组，每组8只。模型对照组雷公藤多甙片悬液

灌胃900 mg/kg每天2次，连续6天。阿魏酸钠小、中、大剂量组分别腹腔

注射50、100、150 mg/kg 连续9天，于第4天起于注射阿魏酸钠1 h 后，

灌胃雷公藤多甙片悬浊液900 mg/kg，4 h 后再重复灌胃雷公藤多甙片悬

液一次。空白对照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末次给药4 h后眼眶取血，放

置1 h后制备血清，并剪开腹腔取出肝脏，测定肝脏指数。



实践

题目：肝损伤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参考资料：

• 四氯化碳：一种良好的有机溶剂，典型的肝脏毒物

• 戊巴比妥钠镇静催眠药，主要经肝脏代谢

• 动物睡眠判断指标：翻正反射（指动物体处于异常
体位时所产生的恢复正常体位的反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