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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与同事讨论了一个小数据，缘于无法获

得想要的实验结果。基于已收集的实验数据及掌握

的基础理论，得出预设的结果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

情，结果实验重复了两次均告失败。相信我们的假

设是正确的，只是实验过程或技巧有纰漏，导致无

功而返而已。今天又有人提到完成的实验结果与他

人已发表的不一致，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正发愁

这些实验结果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将来能否发表出

去。尽管我们的问题与后者的不能相提并论，我们的

是局部小瑕疵，而后者则是系统性数据问题。小编

今天就简单谈谈一个普通的话题：自己的实验结果

与他人已公开发表的不一致，得出的结论甚至相反，

这样的实验结果能发表吗？写作中应注意些什么呢？

其实这里反映的问题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里再

常见不过了。做实验研究的应该都经历过，收集的

数据不但与他人的可能有冲突，自己的数据间也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之处，导致数据间不总是相互

支持。经过反复验证，有些数据可以修复，是由统

计意义上的变异造成的，有些抵触的数据确确实实

存在的，说明获得的数据反映了一种客观事实，但

是还无法用已知的知识作出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

在于生物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之任何实验条

件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实验结果的不一致性，可以

说实验结果都是正确的，有其各自的合理性，只是

我们无法套用简单理解如生物模型或线性信号途径

来分析罢了。比如，临床上肿瘤细胞突变导致不同

患者对同一药物反应差异很大；同属一种肿瘤，体

外不同的细胞系间由于来源的基因背景不同表现出

巨大的生物学差异，即使来源于一个患者，原发与

转移的肿瘤组织和细胞也具有迥异的生物学特征。

除了生物模型本身，外在的影响因素也很多，均能造

成实验结果千差万别，如药物的剂型、剂量与观察

时间；培养的细胞经过特殊处理如饥饿、高糖、生

成因子刺激或基因扣除，往往表现与正常生长的细

胞不同的药物反应等等。

鉴于生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别人发表他们的，

我们当然可以发表我们的，没有任何问题。再说科学

研究本身就允许和鼓励对先前的知识质疑、补充、和

改进，甚至推翻，这是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基石。谁

能保证已发表的都是正确的或者是唯一的观察现象

呢？只要我们在收集数据时做到背景信息了解到位、

实验假设合理、采用的技术方法得当、有一定的样本

数、数据经过统计分析、有重现性、结论恰当，应能

发表。当然，有了与他人有矛盾的数据，我们在论文

撰写时，需要些策略，主要注重两点：1）实事求是。

在材料与方法和结果部分，钉是钉、铆是铆，不放

大、不掩盖，要摆事实。如实的描述实验材料与过程，

尤其与他人的有出入的地方，要强调，要详细，这样

有助于矛盾的数据不辩自明。2）自圆其说。在讨论部

分，不规避矛盾，一切摆到台面上，比较与前人的异

同点，尝试给出合理的有效的解释，如潜在的原因和

机制，并提示今后须作一些必要的验证等。或许给出

的理由与真实的情况根本不符，但不妨碍论文的结果

正确。如果着实无法解释，那就告知未知原因也无妨。

学术里不能解释的现象多的去了，不差这一个。至于

投稿期刊，选择的余地多的是，如果对自己的数据有

足够的信心，不妨投稿至发表有异议论文的期刊，事

实上期刊非常欢迎对已发表文章作跟进研究、报道，

有比较，才会有更多或意想不到的收获。当然如果有

其它更合适的期刊，投递他处也不错。

与已发表的论文结论相悖 
的结果能发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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