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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课 题 的 形 成 是 指 从 选 定 研 究 方

向到形成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的全过程。
1 从研究方向选择研究主题

研究方向作是选择研究课题的范围，
其内容往往比较广泛。从内容广泛的某一

研究方向到形成具体的研究课题，首先需

要从中选择一些研究主题。
对任 一 研 究 方 向 相 关 的 研 究 主 题 的

了解，通常都可以借助于与之相关的专业

参考书、专业索引杂志、专业文摘、专业期

刊、或是互联网上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讨论

网页等来实现。以“肿瘤研究”这一研究方

向为例， 通过浏览生物医 学 相 关 专 业 内

容，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研究主题，诸如“肿

瘤病因的研究、肿瘤免疫的研究、肿 瘤 预

防的研究、肿瘤遗传的研究、肿瘤 复 发 与

转移的研究、肿瘤诊断的研究”等，研究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从 中 选 择。 例

如， 对于从事医学免疫学 研 究 的 人 员 来

说，可选择“肿瘤免疫的研究”；而 对 于 从

事医学遗传学研究的人员来说，则适合选

择“肿瘤遗传的研究”。
当研究主题的范围仍然过于宽泛时，

还需要对研究主题进一步细化，形成内容

更加明确的分研究主题。 以“肿瘤免疫的

研究”这一主题为例，它涵盖着“肿瘤抗原

的研究、机体对肿瘤的免疫监视和免疫应

答的研究、 肿瘤免疫逃逸的机制研究、肿

瘤的免疫诊断的研究、肿瘤的免疫治疗的

研究”等多方面的内容，研究者可 以 从 中

选择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主 题 内 容 开 展 研

究，一般应该选择吸引自己想知道更多细

节内容的主题，或是让自己感到惊讶的主

题，或是提出了与自己原有观点不同的新

观点的主题，或是研究团体间有争议或不

确定的主题，等等。
2 从研究主题提出一般科学疑难问题

对于具有明确内容的研究主题，首先

可以通过许多提问质疑它，以加深对该研

究主题的了解。 以“肿瘤免疫逃逸的机制

研究”这一研究主题为例，可以提 出 的 问

题有很多，包括：什么是肿瘤免疫逃逸？肿

瘤免疫逃逸的现象最早是谁、在哪种肿瘤

中、如何发现的？ 哪些免疫细胞参与了肿

瘤免疫逃逸的过程？肿瘤免疫逃逸相关的

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等等。 当针对研究

主题提出了尽可能多的问题之后，再通过

进一步查阅相关的资料和文献，对所提出

的所有问题进行分析和明确分类，将所提

出的问题区分为知识 性 疑 难 问 题 和 探 索

性疑难问题两大类：前者是研究者虽不知

答案、但科学界已经有答案的 问 题，后 者

是不仅研究者不知答案、而且整个科学界

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1]。
例如，在 针 对“肿 瘤 免 疫 逃 逸 的 机 制

研究” 这一主题所提 出 的 上 述 多 个 问 题

中，通过文献调研可以发现，“肿瘤免疫逃

逸相关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这一问题已

经得到研究和回答，其基本答案是：“与肿

瘤免疫逃逸相关的主 要 影 响 因 素 包 括 肿

瘤微环境中的抑制性细胞亚群、抑制性细

胞因子等等；其中，抑制性细 胞 亚 群 又 包

括肿瘤相关调节 T 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

胞、髓系来源的抑制性细胞等。 ”因此，“肿

瘤免疫逃逸相关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是

一个知识性疑难问题，研究者需要基于这

样的背景知识，进一步提出更加深入的问

题，如“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是 如 何 在 肿 瘤

的免疫逃逸中发挥作用的？ ”通过文献调

研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科 学 界 对 这 一

问题尚无肯定的答案，因此这个问题是一

个探索性疑难问题，是具备一定研究价值

的科学疑难问题[2]。
在 从 研 究 主 题 形 成 一 般 科 学 疑 难 问

题的过程中， 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对全部有关文献作充分的研究，因为有时

即使只漏掉一篇重要论文，也会导致对科

学问题的类型判断有误。

3 从一般科学疑难问题找到具体科学疑

难问题

从 研 究 主 题 找 到 了 一 个 或 几 个 科 学

疑难问题之后，通过对其进行书面表达和

深入分析，可以明确问题的 指 向、求 解 目

标和应答域 [1]，从而可以确定问题的研究

范围，并根据研究者的实际情况做进一步

调整。例如，“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肿瘤的

免疫逃逸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这

一科学问题的研究指向是“肿瘤相关巨噬

细胞”，求解目标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

肿瘤的免疫逃逸过 程 中 的 作 用 机 制”，这

样的一个科学问题研究范围太大，研究者

可以通过对其研究指向、求解目标或应答

域等加以限定来进一步缩小范围。 例如，
研究者可以根据肿 瘤 相 关 巨 噬 细 胞 的 作

用具有时相性和组织特异性的特点，即在

不同肿瘤组织、同种肿瘤的不同部分以及

在同一肿瘤的不同 发 展 阶 段 其 功 能 亦 有

所不同的特点，在科学问题的表述中对问

题的指向给予具体的限定。
4 从具体科学疑难问题形成研究课题

对 已 经 确 定 的 具 体 科 学 疑 难 问 题 进

行初步评价、分解和分析[3]，然后对其研究途

径进行初步构想（例如提出科学假说）[4,5]，
最后 通 过 综 合 所 提 出 的 科 学 疑 难 问 题 及

其求解的初步方案（例如检验所提出的科

学假说的基本方案）形成研究课题。 一般

来说，研究课题的题目越具 体 明 确，说 明

研究者的研究思路越清楚，实验观察的对

象、使用的方法手段和所采取的指标之间

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越明确，预期结果也就

越可信，回答的问题也就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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