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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关于本科生科研和毕业论文课题研究记录的要求 
 

 
研究记录是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支撑研究成果的重要依据。为培养严谨求实

的研究作风，有效规范记录研究内容和过程，特制定本要求。鉴于科学研究的多样性，为

便于师生参照执行，按照研究工作的特点从三个方面进行要求和说明。 

 关于化学实验类本研/毕业论文课题研究记录要求 

 关于理论计算类本研/毕业论文课题研究记录要求 

 关于化学生物学类本研/毕业论文课题研究记录要求 

 

一、 关于化学实验类本研/毕业论文课题研究记录要求 

对于以实验为主的研究工作，研究记录通常以实验记录的形式呈现。化学学院有专用

实验记录本，由导师或者实验室管理人员领取并发放。使用者应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要求，

务必妥善保管，不准许私自携带外出。 

实验记录包含的主要内容有：1）课题名称；2）实验日期与环境；3）实验编号；4）

实验目的；5）实验基本原理方法与注意事项；6）实验过程与数据记录；7）实验现象；8）

实验结果及分析。这些内容均应如实完整地记录在实验记录本中。现就各项内容要求给出

具体说明： 

1. 课题名称：学生与导师讨论后确定研究课题及名称。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实验必须与选

定的研究课题相关。 

2. 实验日期与环境：记录进行实验的日期和时间，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如室温，必要时

记下湿度和气压等）。 

3. 实验编号：每次实验要有唯一的编号，以免混淆。 

4. 实验目的：简要说明实验拟解决的问题以及预期结果。每次实验前应认真查阅文献，

了解相关背景如类似的实验是否进行过、结果如何等。不要盲目进行实验。 

5. 实验基本原理方法与注意事项：简述实验原理和方法，可采用文字、反应式等给出。

按照实验设计，确定反应物的理论用量；明确实验注意事项，对于涉及特殊试剂、特

殊条件、特殊操作等事项要有充分准备，保证安全。 

6. 实验过程与数据记录：记录所用试剂等相关信息，描述实验操作过程及实验各步所用

时间，如实记录实验数据，以便他人能够重复实验。危险的操作或者出现问题的步骤

需着重说明。 

7. 实验现象：实验体系中出现的颜色变化、气体或沉淀的生成等现象。 

8. 实验结果及表征分析：记录产物（包括副产物）性状、产率（应记原始数据）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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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验结果。确定表征方法，记录对应样品、所用仪器信息和参数。对实验结果做出

科学合理的分析，记录表征和分析过程和结果。如果使用仪器获得大量数据，可以将

数据保存为文档，将文件名等信息记录下来，必要时将重要数据打印出来粘贴在实验

记录本。 

注意：所有的原始数据必须如实记录、不得随意涂改；如有涂改，本人应签字确认。

合理安排，实验记录中不要留空白页，避免留太多空白区域。 

 

二、关于理论计算类本研/毕业论文课题研究记录要求 

理论与计算类的课题有其特点，难以呈现常规的“实验记录”，但理论计算中，研究记

录一样重要。理论计算类课题主要的研究活动包括：1）浏览或钻研(精读)文献；2）采用

已有软件开展选定体系的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3）理论方法或模型构建；4）程序

编写、调试与检验等。这些工作都应该以对应的方式忠实完整地记录下来。现就理论计算

类课题的研究记录要求，说明如下： 

1. 文献阅读：概述文献的主要内容及其与课题的相关性。摘录重要的结论或公式，必要

时重复文献中的推导过程。这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也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

主要的推导过程也应记录下来。 

2. 计算性工作：记录关键计算参数（比如对于固体材料计算，所用软件名称，计算方法

如密度泛函近似等，基组参数）和主要计算结果。如进行大量同类计算，可以将代表

性的输入文件、重要计算在硬盘空间的工作目录及位置记录下来。对于计算过程中出

现的错误或意外情形，做相应记录，分析其原因。 

3. 理论方法发展或模型构建：记录问题提出的初始想法、主要推导过程、成功或失败的

结果等。这有助于梳理思路，为探索寻找新的可能性提供启发。 

4. 程序编写：算法设计思路、程序流程或者某种形式的伪代码等，程序调试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原因分析和解决方式方法，测试体系的关键参数（如结构）和对比数据

及其来源、测试结果分析等，均应有对应的记录。 

5. 研究记录的方式：对 1~ 4 中提到的项目，可采用电子记录（比如使用 one-note 等工具

软件）或传统的纸版实验记录本，或者两者的结合（推荐）的方式记录。采用纸版方

式时，可以打印粘贴数据分析所得的重要结果和图表。 

 

三、 关于化学生物学类本研/毕业论文课题研究记录要求 

化学生物学属于交叉领域，研究方法和内容具有实验与理论兼备、化学合成与生物实

验兼有的特点，因此化学生物学实验记录的内容和格式也体现其交叉的属性。涉及化学实

验类和理论计算类工作的实验记录要求请参见上述相关要求，此处重点给出生物实验类的

规范及实验记录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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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重复：由于生物个体差异较大，生物实验结果往往需要进行多次重复以评判统计

差异。实验重复分为“生物学重复”和“技术重复”两种。前者指的是使用不同批次的生物

样品进行的实验重复（例如不同批次纯化的蛋白、不同批次收集的细胞、或不同动物

个体中获取的组织等），而后者则泛指利用同一批次生物样品重复一样技术流程所获取

的结果（例如纯化的蛋白跑了两次凝胶电泳、同一盘细胞进行了两次细胞活力实验

等）。因此，在实验记录中除了要详细记录实验流程外，还需要特别标注实验的样品来

源以及实验重复的类型。 

2. 细胞和动物实验：实验记录需明确记录细胞和动物的来源、批次、代数或年龄、亚型

或品系、动物性别等相关信息。实验流程中给药时间、浓度、载体溶剂、给药方式等

也需要认真记录。 

3. 原始数据：生物类实验通常需要借助多种类型的仪器进行数据采集，然后通过对应的

软件将结果以图、表等方式展现出来。仪器直接采集的数据为原始数据，无论实验结

果成功与否，都不能随意删改。数据采集人应在仪器账户上建立自己的数据文件夹，

采集保存好原始数据，定期备份。数据格式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电泳成像、免疫组化

成像、细胞分选、蛋白质谱等。实验记录中应体现原始数据采集的时间、存放的地点

以及数据编号等信息，以备日后查验。实验记录中也应详细记录仪器使用时数据采集

的参数和条件（例如曝光时间和强度等）。 

4. 数据处理：将原始数据转化成可视化的图、表的过程中，务必要保持数据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严禁随意篡改、删减或添加数据点。图片类处理仅限图片整体对比度、亮度

的适当调整和颜色与灰度的转换，严禁局部修图、拼接或剪切。展示图像局部时需附

上原始整体图像做参考。 

5. 实验记录的方式：可采用电子记录（one-note，word 等工具软件）或传统的纸版实验记

录本，或者两者的结合（推荐）。采用纸版方式时，数据分析所得的重要图表可以打印

粘贴的方式记录。 电子版记录时，需定期将记录内容打印出来贴在实验记录本上，本

人签字后交由指导教师审阅签字， 以确认记录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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