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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科學是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 

生物學是一門科學（science）。science一詞來源於拉丁文，原意為
「去認知」，這種認知是漸進的。科學是一個漸進的、動態的變化
發展過程，生命科學更是如此。  

人類文明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大革命  

 第一次: 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誌和起始的工業革命 。 

 第二次: 資訊技術革命，以電腦和網路廣泛應用為主要標誌。  

 第三次: 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飛躍。 

生命科學研究可以分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兩個領域 

基礎研究: 涉及人類和重要物種的基因體測序、生命的起源與演
化、光合作用的分子機制等研究課題。 

應用研究: 涉及藥物開發、生物晶片、作物育種等研究課題可以
歸入應用研究，應用研究追求經濟效益和成果商品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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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進行創新科學研究 

創新性科學研究的方法: 演繹（deduction）和歸納（induction）  

演繹: 就是應用一般的法則或定律去推論出一個新的特殊結論或假設。    

    例如：如果我們接受一個一般的假定或前提：所有的鳥都具有翅
膀。我們又接受另一個事實：大雁具有翅膀。於是我們便
利用演繹的思維方式推論出這樣的結論：大雁也是鳥。  

歸納: 就是應用一些特殊的觀察或實驗來獲得一個新的一般法則或定律。    

  例如：如果我們知道，大雁有翅膀，是鳥；如果我們還知道，麻雀、
杜鵑、鴿子、鷹等都有翅膀，它們都是鳥，於是我們便可歸納
出這樣的結論：所有的鳥都有翅膀。  

演繹是由一般到特殊；歸納是由特殊到一般。它們是相互對應的兩種系
統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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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過程通常包括 

1. 客觀現象的觀察（實驗）或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思考分析， 

2. 提出特殊有意義的問題 

3. 針對問題引出若干可能的推測性解釋，即提出一些假說。 

4. 設計和進行實驗（包括進一步觀察）來排除那些不能成立的假說。 

5. 對沒有被排除的假說作出預測，再經過實驗從不同方面證實預測的正確性。  

假說，是以人們一定的經驗和已知的
事實為依據，以已有的科學理論和技術
方法為指導，對未知的自然事物或現象
產生的原因及其規則所作出的推測和推
測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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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釋或回答問題? 

         取決於經過科學的演繹提出最符合邏輯的各種假說，
更取決於科學的實驗設計、精確的實驗操作和對實驗結果
進行科學地歸納分析。 

所謂科學的實驗設計，就是要避免在實驗中產生假像。
因此只要可能，所有的研究都應該設立對照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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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盲設計（double-blind fashion）  

        由醫生將病人分為相同的兩組，一組病人服用編號為1

的藥片，另一組病人服用編號為2的安慰劑（對照），該安
慰劑的形狀、顏色等都與1號藥片完全相同，然後由醫生檢
測服藥後的效果，做好記錄。在以上過程中，醫生和病人
兩方面都不知道誰服用的是藥物，誰服用的是安慰劑，因
此稱為「雙盲」。只有實驗全部結束後，醫生才得知編號
的內容，即誰是實驗組，誰是對照組。科學家根據實驗組
與對照組結果比較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來判定受測藥物
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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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實驗中的假象及樣品的隨機誤差 

 

  1. 設計多次重複實驗。 

  2. 受測樣品的數量應該足夠大。 

  3. 根據數學統計的原則，對實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報告實驗的誤差範圍，並找出出現誤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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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論文與學術交流 

        科學家取得的新成果大部分都以科技論文（又稱學術論文）的形
式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撰寫科技論文是科學研究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論文通過評審接受發表以後，該項研究工作才能算告一段落。  

1. 一篇完整的科技論文，通常包括題目、作者署名與通訊地址、摘要、
關鍵詞、前言、研究方法和材料、結果、討論及結論、參考文獻等
幾部分內容。  

2.一篇好的論文要求所報導的成果內容真實、創新性強、論點明確、
數據可靠、條列清晰、文字精練、圖表簡潔、書寫形式合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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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學引用索引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社會科學引用索引 

EI (Engineering Index)  

工程索引. 

AHCI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藝術與人文索引 

國際期刊分類 

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http://scientific.thom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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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查詢 Impact factor (期刊點數) 

http://portal.isiknowledge.com/portal.cgi?DestApp=JCR&Func=Frame 

Impact factor (期刊點數) 

ISI每年對包括SCI收錄在內的4,700種期刊之間的引用和被引用數據進
行統計、運算，並針對每種期刊定義了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等
指標加以報導。一種期刊的影響係數，指的是該刊前二年發表的文獻
在當前年的平均被引用的次數。一種刊物的影響係數越高，也即其刊
載的文獻被引用率越高，一方面說明這些文獻報導的研究成果影響力
大，另一方面也反映該刊物的學術水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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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學研究的驅動力 

生命科學領域有兩方面是根本的: 

第一、在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是先進的生產力，它直接為人類
創造財富和利益，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需求。  

  例如：社會越進步、物質生活越豐富，人類對健康和長壽的期望值就越高。從更高
的視角來看，人類從事的一切生產活動（包括製造出最先進的電視機、汽車、

電腦等，還包括其他學科的研究）都是服務於人類。  

第二、求知慾和好奇心是人的天性，而創新性研究才能夠滿足人類
的求知慾和好奇心，生命科學研究更能滿足人類對自身瞭解
的需求。  

           為了探索未知世界，為了追求真理，在好奇心驅動下許多優秀的科學家，在

不同的科學領域獲得了重大發現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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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驅動力 
 
    生命科學是實驗科學，生命科
學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需要在野外現
場或實驗室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