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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举例：①“见缝插针”②“藕断丝连”③袁隆平是
怎么开题的？ 

1）“见缝插针”。就是在一个研究比较透的课题当中寻找新课题。首先要找

到缝，“要有一个足够细致的显微镜”看到这个缝隙、在缝里边看到里边有新东

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它掏出来，在一个成熟的课题当中，缝隙往往

非常小，掏出来并不容易，但至少已经有了目标。要千方百计的，经历百思不

得其解的探讨过程把这个东西掏出来，这就是做论文的过程。一般的来讲，在

一个“熟透的”课题当中找新的课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藕断丝连“。就是在两个交叉学科当中建一座桥，这个“丝”往往在一

开始非常细小，也就是看不出这两个交叉学科有什么联系，首先要发现藕（学

科）、然后要找到那根丝，然后扩大这根丝、成为一座桥，要有足够的慧眼找

到丝，要同时对两个学科都有了解，才能最后连成一座桥。这种交叉学科的方

式往往一个是应用方、一个是需求方，也就是利用一个学科的某一项手段，达

成另一个学科的某一个目的。 

这两种方法，一种是显微镜、一种是放大镜，它们的眼睛视野和看东西方

式不尽相同，看东西的习性和感觉也不尽相同，发现问题、开题的感觉也不太

一样，有的人善于见缝插针、有些人则善于藕断丝连。 

袁隆平是把他的科研论文写在中华大地上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科研人。袁

隆平在他的自传当中写出他自己的开题过程，对我们是很有启迪作用的。包含

“选题”、“开题”、努力整个的过程，杂交稻类别与骡子，马和驴杂交的后

代骡子要比双亲都健壮，但是骡子本身不能生育，那么怎么解决骡子的生育问

题呢？这就是袁隆平的杂交稻巨大贡献，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实现，袁隆平并没

有否认 DNA 的作用，但是 DNA 应该只在同种当中相互作用，不能乱搞，他没

有学习蒙山都那一套，他只是把 DNA 用到了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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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实际的例子 

第 1 种，“基于铌酸锂压电衬底的 SAW 无线传感器”。通过阅读文献发

现，铌酸锂传感器高温测温上限不能超过 450 度，但是铌酸锂材料的居里温度

是 1100 度，所以理论上，制作的 SAW 器件应该能够测到高温 1100℃的，这个

就是研究的缝隙。挖开这个缝，也就是探究原因，然后找出了思路、提出解决

方案，用氧化硅钝化层来保护铌酸锂及上边的电极，然后再做实验验证，通过

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直至成功的反馈过程，突破了高温上限 1100℃的测

试瓶颈 1。 

第 2 种，“在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利用微纳技术原位制作高温传感

器”。微纳技术是研究微观世界的前沿技术，研究对象的几何尺度在 10-9到 10-6 

米之间。而航空航天是开发宏观世界的技术，尺度在 10+4 米到星际之间。两者

都是高科技的前沿技术，尺度相差超过 15 个量级，把两点连接起来，架一座

桥，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使用微纳制造技术制作用于航空航天智能化的智能

传感器”，就可以在两个学科之间搭成一座桥。这是航空发动机和微纳技术的

交叉，把微纳技术应用到航空发动机传感器方面。我以前擅长的专业是集成电

路与微纳制造，但是现在我所从事的工作与航空发动机相关，所以我必须要找

到这两方面的交叉，这是必要性和可行性两者的结合。通过文献调研，针对航

空发动机需求和微纳制造能力，找到了突破口和落脚点，具体的就是用微纳制

造的手段在发动机涡轮叶片的表面曲面集成制作薄膜型高温温度传感器，前者

                                                       
1 Duan F L , Xie Z , Ji Z . Breakthrough of Upper Limit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SAW Sensors for Wireless Passive Sensing inside Propulsion 
System[C]// AIAA Propulsion and Energy 2020 Foru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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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这就是学科交叉的开题方法，利用微纳制造的“他山之

石”，来攻航空发动机传感器“之玉”2。 

袁隆平的例子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袁隆平自传，人民出版社，第 40 页到 60 页，

一些截图请参见网络, http://km2000.us/mywritings/ylp.pdf 。 

2段力, 姬中林,翁昊天,李继保,林宇震,曹学强,"涡轮导叶片表面 MEMS 高温

测量技术",《航空制造技术》,2020，volume 63， number 5， 62，doi：

10.16080/j.issn1671-833x.2020.05.062。 

http://km2000.us/mywritings/ylp.pdf


梦想的形成过程 - 
隆平立志学农



不用扬鞭自奋蹄！

袁隆平的开题过程 

袁隆平是把他的科研论文写在中华大地上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科研人。袁隆平在他的自传[ 1 ] 当中写出他
自己的开题过程，对我们是很有启迪作用的。他大学毕业以后曾经研究麦、薯、稻，最后确定稻子为研究方
向，然后又发现良种非常关键，那么就开始选育良种，这就是“选题”。结合他以前所学、孟德尔、摩尔根遗
传学理论和他本人具体实践与发现，发现杂交稻是水稻高产的关键点，那么如何人工制造这种杂交稻？就成为
了他的“开题”。杂种优势在《齐民要术》当中就有了记载，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要比双亲都健壮，但是骡
子本身不能生育，那么怎么解决骡子的生育问题呢？这就是袁隆平的杂交稻巨大贡献，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实
现，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经济性也好、实用性也强。袁隆平并没有否认DNA的作用，但是DNA应该只在同种
当中相互作用，不能乱搞，他没有学习蒙山都那一套，他只是把DNA用到了对的地方。 

 

[ 1 ]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袁隆平自传，人民出版社，第40页到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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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开题的过程
包含“选题”、“开题”、努力整个的过
程。杂交稻类别与骡子，马和驴杂交的后
代骡子要比双亲都健壮，但是骡子本身不
能生育，那么怎么解决骡子的生育问题
呢？这就是袁隆平的杂交稻巨大贡献，可
以用人工的方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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