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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一、课题方向选择 根据“药物分析化学”性质和任务的

规定，药物分析化学主要有两个大的科研课题方向。 (一）方

法学研究 在药物分析化学中目前用到的任何一种分析方法（

包括经典分析方法和现代分析方法），从严格意义上说，都

处于它自身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中；现代科学特别是与这

些方法相关的现代科学的发展，为这些方法向更科学，更完

善、更先进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大药学工作

者，在其生产和科学实验的伟大实践中，经常会感受到现有

方法在面临更为复杂问题时存在的缺陷，迫切需要改进、提

高甚至希望有新的分析方法。 在很多传统的药物分析工作者

眼里，分析方法的改进、提高甚至提出新的分析方法，不是

他们的任务，或者说这是高不可攀，是他们没有办法做的事

，其实不然。任何一种原始创新，从根本上说，其源动力均

来自现实需要，因此药物分析工作者是药物分析方法学研究

的主体。如何从“需要”出发，从“可能”着手，研究改进

、提高现有分析方法甚至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就成为药物分

析化学重要而最具创新潜力的科研课题方向。 （二）应用研

究 药物分析化学的“应用研究”是指应用现有的药物分析方

法研究药物在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体内和体外、动态

和静态、在线和离线、有损和无损），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为临床药物是否合理、有效、稳定、可控提供信息保证。 由

于待检药物组分及其存在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持续发



展性，决定了“应用研究”是药物分析化学永恒的科研课题

方向。其中有如何应用法定方法控制特定药物质量的问题；

有为了控制特定药物质量，如何选择最佳分析方法的课题；

更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追求采用最先进的分析仪器和技

术解决特定药物质量控制的问题。 二、科学性、先进性、可

行性论证 从上述科研课题方向中具体选择研究课题时，首先

要明确课题意义，明确它对促进人类进步，科学技术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或国防建设的意义。在这基础上，要进行科学

性、先进性、可行性论证。一般认为“科学性”是前提，反

科学、伪科学的所谓“研究”当然在禁止之列；科学性不强

的课题也是不应该做的。“先进性”是体现课题水平的标志

，低水平重复的研究不值得做；模仿性的研究不提倡做。“

可行性”是对研究课题前景的预测以及对课题成果执着追求

的信心所在。实际上，这三条是同等重要的，不符合其中任

何一条，其结果要么毫无意义，要么不可能成功。多数科研

工作者往往有意无意的对“可行性”重视不够，故耗费了人

力物力，难以得到预期的结果。 三、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要有为探索真理而忘我的精神 真正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应该

具有“创新性”。不同的课题，创新性有大有小，应该允许

；没有创新性的课题应该摒弃。近年来，国家一再强调“科

技创新”，就是强调要用有限人力物力，去争取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具有原始创新性的科研成果，以增强我国的综合

国力和国际地位，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真正含义。

所以，在从事任何科学研究时，怎么强调“创新性”也不过

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从

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因为是“



创新”，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直接借鉴；因为是“创新

”，失败的几率往往大得让人沮丧；因为是“创新”，往往

会备受自感“山穷水尽”和自感“柳暗花明”反反复复的煎

熬。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为探索真理而忘我的精神。只有那

些能在探索真理的艰苦道路上体味出无穷乐趣的人，“只有

那些在崎岖的小路上不断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

点”。 四、文献研读 “文献研读”是一个知识传递过程。由

于著作者与读者在文字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语言识别

能力等环节存在巨大差异，中间有个“误差传递”问题，将

直接影响文献研读的质量，而文献研读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课题研究的质量。所以要特别注意这里的关键词“研

读”两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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