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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 2010 年开始跟随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

管理学院老师参与人群健康的研究，通过几年不断

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我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研究

方法和技能，产生了一些研究想法，也时常与导师赵

勇教授讨论。一天，导师告诉我美捷登青年科学家

研究基金申请开始了，并且鼓励我认真准备，大胆尝

试。于是，我鼓起勇气申请了这个项目。那时的我并

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在这之前，我只是参与了一些

研究项目，并没有正式主持过科研项目。

尽管是一次尝试，抱着学习的心态，为能够成

功获得资助，我还是做了认真的准备。为此，我整

理了之前的研究想法，系统地查阅了文献，进行了文

献综述，撰写修改了标书，并设计与修改了研究量表，

组建了研究团队。以上每一步，都需要花费不少的

时间和精力，比如这个研究想法，从最初产生到与

导师交流，到准备标书的投递，前前后后花了两年

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得到了导师和国内外专家

学者、师兄、师姐等人的指导与帮助，非常感谢他们

的付出。正是有了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才能顺利

地完成我的第一份标书，很幸运也很开心，同时也

很感谢美捷登青年科学家研究基金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在研究生阶段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一次科研

项目，这为我之后的学术生涯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在获得了资助后，我们开始准备实施这个项目，

我们对研究量表进行了再次修改，制定了项目实施

的具体方案等。从研究想法到论文撰写与发表， 我
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深感做好人群健康调查

研究并不容易。申请的项目虽小，但我们按照“小项

目大做”的理念，努力做好。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

研究成果在期刊上发表，撰写的摘要被 The Lancet-
CAMS Health Summit接收，我于 2016 年在北京就

本研究成果做了口头发言和展报展示。

以本研究课题为例，我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思考

与体会。

一、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助力研究的创新

我们这个研究团队聚集了很多优秀的本科生、

研究生、国内外专家（行为学、妇产科学、健康教育

健康促进、营养学、流行病学等），非常感谢他们

的参与。正是因为多学科人员的参与，让我认识到

多学科交叉融合在提升研究创新方面的重要性。

二、畅通的交流渠道助力研究团队的齐心协
力

完成一项研究课题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需要课

题组成员间共同努力，充分沟通。为了加强成员之

间的交流，同时兼顾每个参与人员的时间，我们研

究团队充分使用多种社交媒体，比如 qq 交流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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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讨论组，飞信信息等。课题组内部互相鼓励，参

与研究的成员之间互相交流课题实施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课题组专家教授会就这些问题进行线上指导。

除了线上交流，我们研究团队也会不定期开展线下交

流。此外导师也时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课题组

指导参与研究的学生。充分的沟通帮助新人更快地

融入团队，从而更加齐心协力做好研究。

三、严谨细致的量表设计助力研究的质量

一个好的研究需要一个好的研究设计。在问卷

调查研究中，问卷的设计非常重要。对于问卷初稿

的修改，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第一阶段，在学

生之间以开会形式进行修改。第二阶段，国内的营

养与行为学、流行病学、统计学等专家对问卷进行

修改。第三阶段，妇产科医生与国内的营养与行为学、

流行病学、统计学等专家对问卷进行修改。第四阶段，

中文问卷翻译为英文，国外专家修改，期间利用多

种形式进行修改，如邮件交流修改，请教来访课题

组的国外专家，以及在第十二届亚洲营养大会开会期

间，带着问卷请教熟悉的参会专家。经过认真设计，

反复修改的问卷，对于一项研究十分重要，可以说

是开了一个好头。

四、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助力研究实施的
质量

对课题组成员科学规范的培训，能够保证项目

的顺利实施。在此次研究项目中，采用了线上培训与

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多次的培训，特别

加强了对没有问卷调查经验的学生的培训，这样不

仅可以提高调查员的调查质量，也可以提高团队的

凝聚力。此外基于本次研究，考虑到多学科的参与

人员，我们设计并刊印了研究人员工作手册。该手册

对本研究做了基本的介绍，并介绍了研究实施细节

与注意事项。将该工作手册发给相关的研究员，并

组织他们学习，让研究员进一步了解本课题。多渠道，

多形式培训增强了参与人员对研究的认识，也让他们

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技能有助于提升研究实施的质量。

五、同学习式的研究助力年青研究员的共成
长

抱着认真学，认真做的态度，在导师的指导下，

我开展了此次学习式的课题研究。我们学习了基本的

科研伦理，提交了伦理审查，并严格按照知情同意的

原则，受访者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名后进行调查。我们

学习了研究的实施与运作，采取小组负责制，每日调

查小组组长带领本小组进行当天的调查，进行质量把

控。现场调查采取“老带新”的模式，让有经验的研

究员带着没有经验的新手研究员。我们也借助社交媒

体如 qq 群，分享研究学习所得，大家相互学习。尽

管比较累，但也十分充实，到现在我都时常想起那段

大家一起学习做研究的美好时光。此外，在这期间，

我也得到了导师和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指导，在他

们的指导下，我进一步学习到了如何规范写论文，最

终我发表了论文，有幸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

通过以往我参与的研究，我越发觉得在人群

健康领域的研究方面，我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非

常感谢美捷登青年科学家研究基金资助我进行这项

研究，得以把我的研究想法付诸实践，在研究中学

习，在学习中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学习，在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我来到澳大利亚，现

在 Monash University 医学院跟随导师张磊教授和

Christopher K. Fairley 教授继续深入学习，并且参与

了中澳传染病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目前的主要研

究是将人工智能和数学模型融入人群健康研究，希

望未来能够为公共卫生与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因为水平有限，一些经验仅供参考，如有不足之处，

望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