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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5年研究生期间的
问题和收获

绝大多数高校或科研院所都要求培

养的博士生发表个人署名为第1作者的

SCI论文才可以毕业，只是有的注重论文

数量，有的在意论文所在刊物的影响因

子。我读博的单位看重的是影响因子，

单从数值上讲，我发表的论文所在刊物

影响因子远超过单位的要求。发表论文

是一个集文献调研、实验操作、数据分

析、文章撰写和期刊投递的缓慢过程，这

其中，个人和团队实力是影响最终成果

的关键因素，当然，偶尔运气也起了作

用。我有幸看似“轻松”地达到了要求，

成为正常毕业大军中的一员，身边朋友

表示祝贺，也有对“高影响因子”的向往

和羡慕。当然，我也为自己能够顺利毕

业感到高兴，但是，回看这5年的研究生

经历，只有我自己非常清楚：所发表的论

文只能一定程度反映我在研究生期间的

辛勤付出，并不能代表我科研工作的全

部面貌。实际上，我认为自己博士期间

的工作做得并不够好，不能令自己满意，

对此，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缺少缺少““亮点亮点””工作工作。。5年时间，我作为

第1作者发表单篇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

因子只是在 2~5之间，其中影响因子最

高的要数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了。我

的专业是植物学，但却没有在植物学主

流期刊发表论文，已发表的论文都在综

合性或者环境类的期刊上，原因在于，所

做的工作要么创新性不高，要么内容涉

及到的范围比较狭隘。因为没有很好的

“亮点”工作，我曾经放弃了到国外作学

术交流的机会。

研究内容太散研究内容太散。。我发表的论文涉及

到5种植物，分别是高山嵩草、紫花针茅、

滇杨、凤眼莲和蚕豆。其中从高山嵩草

到紫花针茅是导师从长远考虑的布局；

滇杨是课题组的另一项工作，作为团队

的一员，我认为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

况下应该尽力多做一些工作，于是就承

担了该研究；而凤眼莲和蚕豆则是我自

己开展的工作，特别是蚕豆，几乎是我

“偷偷”完成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很

难完全囊括在一个研究方向或研究点

上，课题内容多了，每一项工作能投入的

精力必然有限，想在短时间做出漂亮的

工作是很难的。我想，多而不精，是做研

究的一个大忌，因为别人很难看出你的

工作重点在哪里。直白地说就是很可能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由于这个原因，我

在参加奖学金评选过程中曾遭遇过尴

尬。

时间安排不尽合理时间安排不尽合理。。5年时间，简单

地说，我就做了3件事，一是游玩，二是做

实验，三是写文章。第1年，在北京上基

础课，由于还未接触到自己的研究课题，

也没有实验安排，实际上在游山玩水和

“走街串巷”中度过了。返回单位的前 2
年，由于导师把我交给另外一个老师指

导，在他的“教导”方式下，我被迫不停地

做实验，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提高。直

到有一天，我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但是前

2年辛苦做实验得到的数据已经被冷落

很久，我不得不用后面2年时间来整理数

据和撰写论文。因此，我真正用来关注

和思考一些研究前沿和博士课题的时间

很有限。为此，尽管做了大量工作，我却

一直特别害怕作报告，担心别人的提问

自己不能很好作答，因为我感到许多方

面的问题都没来得及仔细思考。

问题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

我也不必十分地自责或遗憾。因为一段

经历，总会有不完满，也会有收获，特别

是在辛劳地付出之后。我还算是一个追

求进步的青年，并不满足于目前已经发

表的论文，在我毕业之后，这些工作和成

绩无疑将被“清零”，我盼望一切可以从

头开始，早日做出“亮点”的工作，而这一

切的基础和资本，正是我在这5年中历练

和收获的。

首先要耐得住寂寞首先要耐得住寂寞。。有的人觉得一

天工作8小时，周末再加一天班就受不了

了，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那是严重不合

格的。对于我来说，正常情况下平均从

早上 9点到夜里 11点半（除去中间的吃

饭和午睡）都是可以待在实验室或办公

室的，周末也极少有例外，法定节假日除

了偶尔回家，作息时间也都坚持和平时

工作日一样。在导师没有要求的情况

下，我也并不在意别人如何度过业余时

间，对我来说，吃喝玩乐已经没有什么吸

引力，远远不如踏踏实实工作让人感到

充实和安心。“入则恳恳以尽忠”，辛勤的

劳作才是值得敬佩和羡慕的，对于时间

紧 迫 、尚

有毕业目

标要达成

的博士生

来 说 ，更

是需要抚

平 心 态 ，

戒骄戒躁，全力以赴做课题。

其次要善于观察和联想其次要善于观察和联想。。导师对我

的评论是对科学问题比较敏感，按照我

自己的理解就是善于观察，这从我亲身

经历的2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除此之

外，所发表的另1篇SCI论文则是我善于

联想的结果。大学期间，我的专业是生

态学，那时一个重点科目是污染生态学，

特别是关于凤眼莲等水生植物对滇池富

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我研究生期间主要

的研究方向则是通过蛋白质组学研究植

物对环境的适应。每一个生命过程都离

不开蛋白质的调控，包括植物对污水的

处理，而富营养化水体的主要元素N、P
则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成分⋯⋯于是，

我想何不用蛋白质组学对凤眼莲净化富

营养化水体这个过程展开研究？事实证

明，这个想法是合理的，也是很有趣味

的，至少论文投稿过程较为顺利。

再次要有扎实的写作能力再次要有扎实的写作能力。。论文写

作是一种技巧或能力，需要不断练习才

能从容掌握。我从 2013年下半年开始

第1次撰写英文论文，用半年的时间完成

了4篇初稿，经过屡拒屡投的磨砺之后，

终于有了自己期待的结果。2014年共撰

写2篇中文论文和5篇英文论文，其中4
篇在当年之内接收或发表。所有论文的

撰写、修改（除去语言润色）和投稿工作

都由我不断实践和努力承担，这对我写

作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当然，导师的

指点和提醒也使我获益匪浅。作为一个

想从事科研工作的后备军，在博士期间

掌握撰写论文的能力，未来的科研道路

可能会就此打下很坚实的基础。

5年时间一晃而过，所有付出和收获

都变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种经历。我明确

了自己想走的路，并愿意为此坚定不移

地付出。希望未来作出更大成绩。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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