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论文和开题报告不同 博士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标准格式(优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学位论文和开题报告不同篇一

学科专业

导师

职称

学号

姓名

年月日

一、选题名称：…………………………

(选题依据、选题研究价值等)

二、论文结构

(至少应列到二级标题，不包括详细论述，框架结构一目了
然)

三、文献综述

(不少于三万字)



四、论文的预期创新、难点与研究方法

………………………………………

五、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

…………………………

(二)论文类

…………………………

…………………………

学位论文和开题报告不同篇二

一、论文题目

硒对猪生产与保健的影响及富硒猪肉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二、研究概述

硒是人和动物的必餺微量元素,缺乏会严重影响健康。我国
约72%国土面积的土壤缺硒,靠天然食品来补充硒无法满足人
和动物对硒的需求。猪肉占居民肉类消费比例63%以上,富硒
猪肉的研发对人体补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研究了不同硒源和硒水平对不同阶段猪的生产性能和
免疫功能、抗氧化等保健功能的影响,以及对血浆和母乳中硒
含量的影响,研宄了硒在猪不同组织中的沉积效果,筛选出硒



源和硒水平的最佳组合,建立了富硒猪肉生产的关键技术体系,
为开发优质富硒猪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研究创新点

(1)首次系统地开展了晒源及硒水平对母猪、哺乳仔猪、断奶
仔猪、育肥猪等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性能、免疫功能、抗氧
化能力等保健功能的影响,对血装和母乳中硒含量的影响及硒
在猪不同组织中的沉积效果等系列研究。

(2)研究筛选了对猪生产性能和保健功能、富硒猪肉生产的最
佳硒源和硒水平组合,为富硒猪肉的生产奠定基础。

(3)实现背最长肌和后腿肉硒沉积量分别达到0.34nig*kg_i
和0.33mg*kg-i,比普通猪肉高出2.4倍和2.3倍,达到富硒猪肉
标准,实现了富硒猪肉生产的目标。

(4)本研宄围绕富栖猪肉生产整个系统,以生产富硒猪肉为目
的,以猪肉无公害为标准,首次系统地从日粮的添加硒源及硒
水平到词养管理、健康养殖、屠宰加工和鲜肉!r:存销售等各
个环节的关键技术,建立了富硒猪肉生产关键技术体系,为富
硒猪肉的产业化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四、展望

(1)进一步展硒和ve,硒和其他微量元素的协同作用对猪生产
性能、保健功能和硒在组织中沉积的影响,进一步提高猪的生
产水平,提升猪肉的生产效率和硒在猪肉组织中的沉积量。

(2)开展富硒猪肉产品的深加工研究,探索深加工过程中肉中
硒的稳定性,丰富富硒猪肉深加工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3)开展富硒猪肉生产和产品的标准研^究,制定富硒猪肉的生
产和产品标准,填补国内相应标准的空白。



(4)展富硒猪肉市场开发和营销创新模式的研究,提升猪肉的
附加值,提升猪产业链的整体价值。

(5)展富硒猪肉对人体保健功能和抗癌作用的研宄。通过建立
小鼠h22肝癌移植性肿瘤模型考察富硒猪肉中硒蛋白的抗肝癌
作用。

五、论文提纲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综述

1、硒的存在形式与分布

2、硒的代谢机制

3、硒的储藏和排泄

4、缺硒对动物机体的影响

5、硒中毒

6、硒在动物生产种的应用研究进展

7、富硒产品的研究开发与现状

8、主要研究内容级意义

第二章不同硒海和硒水平对猪生产性能和保健功能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2、结果与分析

3、讨论

4、小结

第三章富硒猪肉生产关键技术

1、引言

2、富硒猪肉生产关键技术的研究

3、小结

第四章富硒猪肉的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分析

2、社会效益分析

第五章创新点与展望

1、创新点

2、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学位论文和开题报告不同篇三

今年的开题报告绝大部分都突破了“一万字”大关，有的甚
至快长达三万字。想一想可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求篇
幅是三四万字，你的报告都已经接近三万字了，这到底是在



做开题报告还是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退一步讲，如果是极个
别的报告突破“一万字”大关，倒也罢了，关键是绝大部分
都是这样，这就必然成为一种怪现状。

关于研究生开题报告的字数，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处有明确
说明：“硕士生开题报告的书面材料不得少于3000字，博士
生不得少于5000字。”这个说明虽然没有规定具体上限，但
任何人都会从“3000字”和“5000字”的底线中“悟”出，
报告几千字即可。底线为何不分别规定为“5000字”
和“8000字”呢?这分明是在暗示出一个重要信息，报告就是
报告，就简明扼要，要提纲挈领，要重点突出。对于一个硕
士研究生来说，你不能用几千字的报告把篇幅为三四万字的
硕士学位论文的内容讲清楚，那就说明你的能力有严重问
题――如果不是能力有问题，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不懂学
术规范，想以势压人，想显示自己的认真，迫于外界因素的
诱导等)，同样也不可饶恕，因为其后面是同样可怕的：失去
学术规范。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大家的开题报告不是在比字数，而
是在比选题的价值，比观点的新颖性，比框架的合理性。一
篇论文，如果选题无意义，观点陈旧，框架混乱，字数越多，
那就越可怕：老太太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二、堆积书目，企图装潢门面

很多人在列参考书目时，不论古今中外，只要稍微有一点联
系，就堆积在一起，结果大部分都列了三四十本：古今中外，
中文外文……令人头晕目眩。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位研究生竟
然列出60多本。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从开题到最后交初稿，
最多一年时间，也就是说，在365开内要读完(即便是泛读)60
本书，那最起码要6天读一本书，注意，这种算法不包括思考
时间、写作时间、吃喝拉撒睡时间和其它活动时间。而事实
上，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堆积参考书目之举
就别有用意：或者显示自己博览群书;或者显示自己态度认真，



准备充分;或者想讨好媚俗(比如列出自己导师的著作――即
使与论文无关)。

三、论文失魂，没有学术观点

我深深地感觉，现在的毕业论文写作越来越模式化、公式化。
就电影学、影视文学写作而言，其模式如下：如果是导演论，
无非讲生活经历、创作轨迹、思想内容(有的叫主题意蕴、文
化内核等等)、艺术特色(有的叫艺术风格、叙事特色、表现
手法等等)、视听语言(镜头、画面、音乐之类)、商业动作等。
如果是思潮研究、类型研究(比如×国×时的爱情电影、××
题材的电视剧)，无非是讲诞生语境、发展流变、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意义价值等。各章之间相互独立，相互拼贴，致
使论文“失魂”。

所谓的“魂”，就是论点，学术观点。论文论文，一定要有
论点，而且这个论点必须能够是统领和贯穿全文的总论点。
比如写导演论，一定要明白是要论述导演的什么问题;写思潮
论、类型论，一定要知道是要阐明思潮和类型的具体什么方
面，比如××电影意识形态分析，论××导演的孤独意识，
而一定不能泛泛而言，比如××导演研究、×国××电视剧
研究，这样的论文结果只能一盘散“沙”――即便是具体的
章节写得精彩，那最多也只是一些“碎金”和“散玉”，因
为缺少统领全文的“魂”!

学位论文和开题报告不同篇四

开展和参与课题研究是获得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最佳途径。
事实证明，通过开展课题研究，边学习边做课题，边研究边
实践，逐渐成为研究型的不乏其人。

课题研究是科研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对于课题研究，开题报告(计划或方案)如同建筑师的蓝
图。有了好的开题报告，才能使研究工作者有计划、有系统、



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工作，以保证课题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
因此，制定开题报告是课题由设想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步
骤。当前许多由于过去从未做过课题研究，现在要申报课题，
撰写课题开题报告不知从何人手。为了更加积极而有效地开
展课题研究活动，培养、提高撰写课题开题报告的能力和水
平，本文针对当前科研的实际，结合从事科研课题研究，从
科研课题开题报告的含义、作用、结构等方面来谈应该如何
规范撰写开题报告，力求对想开展科研的人提供一点启示。

一、科研课题开题报告的含义与作用

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何谓有价值、有创见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从何而
来呢?这需要研究者长期实践、细心观察和深思熟虑。当课题
或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社会认可后，就要把自己的研究方案
设计好，即撰写科研课题开题报告。

科研课题开题报告(研究设计)就是课题研究方案的设计、规
划和制定。换言之，就是当课题方向确定之后，课题负责人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报请上级批准的选题计划。开题
报告主要说明这个课题有价值进行研究，自己有条件进行研
究以及准备如何开展研究等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课题的论证
和设计。

撰写科研课题开题报告是提高选题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
是创新新知，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如学者文翁说过，搞好开
题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大家理清研究思路，完善研究设计。
制定课题研究计划和安排，是为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提供探
索的途径。科研课题开报告，它初步规定了课题研究各方面
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对整个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起着关键的
作用。对于科研经验较少的人来讲，一个好的方案，可以使
他们明确课题研究的方向，避免发生进行一段时间后不知道
下一步干什么的情况，保证整个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可以说，课题开题报告水平的高低，是一个课题质量与水平



的重要反映。没有科学的开题报告(研究设计)，就没有科学
而有价值的成果。随着教育科研管理工作规范化不断加强，
开题论证问题越来越受到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视。

二、撰写科研课题开题报告的基础性工作

写好科研课题开题报告要了解它们的基本结构与写法，但汝
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基础性工作。首
先，要了解别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工作最根
本的特点就是要有创造性，熟悉了别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才不会在别人已经研究很多、很成熟的情况下，重复别人走
过的路，而是站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事更高层次、更有
价值的东西去研究;其次，要掌握与研究课题相关的基础理论
知识。理论基础扎实，研究工作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否
则，没有理论基础，你就很难深人进去，很难有真正的创造。
因此，我们进行科学研究，一定要多方面地收集资料。要加
强理论学习，只有这样制定出的报告和方案才能更科学、更
完善。

三、科研课题开题报告(研究方案)的结构与写法

撰写开题报告是进行科研课题申请的首要工作。通过开题报
告的思考与写作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做这
个课题，究竟想做什么，想得到什么，怎么做，能否达到自
己的预期目标?若分析后觉得不现实，则可以立即调整自己的
方向和目标，使课题目标的达成有可能性，从而避免大题小
作或小题大作。课题开题报告的写法根据课题研究的类别略
有不同。但一般地说，科研课题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课题名称

1、名称要准确、规范



准确就是课题的名称要把课题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
象是什么交待清楚，比如语文指导自主教学模式研究，这里
研究对象就是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问题就是指导自主教学
法。有时候还要把研究方法写出来，例如小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实验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小学生，研究的问题是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实验法，这就说得很清楚，别人
一看就知道这个课题是研究什么。而有些课题名称则起得不
是很准确。如，集中识字，口语突破这个名称，别人只看题
目，就无法看出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好象是语文，又象是英
语，是中学或是小学，是小学高年级还是小学低年级更没办
法看出来。若改为集中识字，口语突破小学英语教学模式研
究，这样就一目了然了。总之，课题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
内容相一致，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规范就是所用的词语、句型要规范、科学。如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个题目如果是一篇经验性
论文，或者是一个研究报告，笔者觉得不错，但作为课题的
名称就不是很好，因为课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
题正在探讨，正开始研究，不能有结论性的口气。

2、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

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要简明扼要，通俗
易懂，能不要的文字就尽量不用，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但
要尽可能表明三点: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学位论文和开题报告不同篇五

一、研究目标

本研究试图在gis和遥感软件支持下，综合野外调查、遥感及
定位数据，结合专家系统、数据库、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引
入可视化技术、交互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建立多维的热带
亚热带植被信息系统，探讨3s技术在不同组织层次植被研究



中的应用如森林群落的水平和垂直分析、植被的时空动态模
拟和预测、以及森林景观的格局研究等。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gis平台为esriarcview3.x及其扩展模块，遥感软件
为pcigeomatica(?),编程语言为c，图形处理用opengl。主要的
研究方法参见表1。

1种群population：以距离为基础的种群分布格局、种间联结、
邻体效应、种间竞争、母树-幼苗空间关系等。

2群落community：以面积为基础的重取样技术、各种面积曲
线、冠层分析等。

3生态系统ecosystem：以地图为基础的植被分类、生产力或
生物量估算、植被水平或垂直分布等。

4景观landscape:以dem为基础的景观格局结构、缀块分析、
生境评价、虚拟3d森林等。

5植被信息系统：构建多维热带亚热带植被信息系统。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遥感生物信息提取

遥感影象的光谱特征、空间特征、极化特征和时间特性是我
们鉴别各种物体和现象的依据。如何从遥感图象中识别植被、
昆虫种群、大型动物等生物信息，则是建立多维生物地理信
息系统的基础。通常是用植被不同波段的反射率及其它因子
的组合来获得植被指数(vi)，并采用非监督分类或监督分类的
方法，区分不同地物和不同植被类型，但只能用于较大的植
被分类阶元;较小的植被单位如群丛必须结合实地调查和其它



环境因子，能否直接利用遥感判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昆
虫种群和大型动物的判定一般是根据这种昆虫的生境，也可
以考虑标记和电子反射器的办法来定位。引入专家系统或者
决策支持系统，模糊数学、遗传算法、神经网络理论，可以
更加有效地和精确地进行识别。

2时空数据模型和时空分析

传统的gis面向的是只含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sgi，而能够处
理时间维度的gis则称为tgi。时间维度具有和空间维度不一样
的特点，如何将空间数据模型的概念和方法引申到时空数据
模型，是当前gis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时空一体化的数据
模型必须具有时空二维的拓扑特征，才能有效地提高数据质
量和分析效率，减少数据存贮的冗余(陈晋等，1995)。生物
学中涉及了许多时空分析问题，也发展了时序分析和生物地
理统计的方法，但这些方法的理论和应用都有待完善。而且,
现有的gis软件均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分析。

3专业组件设计

现有的许多gis软件并不包含生物学专业模块;费时费力，而
且也不必要。因此，组件gis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各种
计算机语言或gis软件附带的语言，编写出适用于生物学的控
件或模块，组合到现有的gis软件中。

4其它

不同数据类型、不同维度数据的操作和管理，真三维gis和虚
拟景观的构建等，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四、可行性分析

1实验室具备必须的软硬件;



2实验组具备相关的软件操作和编程能力;

3导师组具备相当的指导水平;

4实验组具备一定的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能力。

五、创新之处

1可能填补gis在种群/种间空间分析方面的空白。

2首次进行gis应用于生态学不同组织水平的综合研究。

3国内首次建立多维热带亚热带综合植被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