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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竞争与科学进步——以基因研究为例
1 竞争与科学
2 竞争中的遗传物质：蛋白质还是DNA
3 竞争中的DNA结构
4 竞争后的克里克与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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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竞争中的科学进步
第九章 合作与科学进步——以中微子研究为例
1 合作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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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微子的观测：莱茵斯与柯万的合作
4 两种中微子：莱德曼等三位科学家
5 中微子失踪之谜：戴维斯及其合作者
6 超新星中微子：小柴昌俊团队与莱茵斯团队
7 只有三种中微子：佩尔与丁肇中团队
8 验证中微子振荡：更多、更大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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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语：高能粒子研究的特点与未来
第十章 应用与科学进步——以密码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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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算机时代的密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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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来的密码学发展：量子密码学与生物密码学
9 结束语：应用是科学进步的动力
第十一章 利益与科学进步——以抗微生物药物学为例
1 利益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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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生物与疾病关系的建立：巴斯德与科赫
3 化学合成药物的出现：606与百浪多息
4 抗生素药物的产生：青霉素与链霉素
5 抗病毒疫苗与药物
6 未来的抗微生物药物研发
7 结语：科学进步中的利益驱动
第十二章 制度越宽容科学越进步——以超导研究为例
1 制度与科学
2 昂内斯发现超导现象：大学的基础研究传统
3 伦敦方程：被遗忘的兄弟与纳粹对科学的危害
4 GLAG超导理论：科学的不幸与幸运
5 BCS超导理论：人才流动与自由研究的胜利
6 隧道现象与约瑟夫森效应：年轻研究者的学术穿越
7 高温超导材料的出现：企业研发与研究竞赛
8 结语：制度如何适应科学发展
第十三章 文化与科学进步——以中西人体解剖学发展为例
1 文化与科学
2 古代解剖学：古希腊思想的传承
3 中世纪解剖学：西方大学医学教育的昌盛
4 文艺复兴前期解剖学：艺术的影响
5 近代解剖学：实验科学的兴起与科学精神的确立
6 17～19世纪解剖学：科学共同体的出现与解剖的合法化
7 20世纪解剖学：现代科技的支撑与开放的文化
8 结语：为什么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
第十四章 科学进步的综合因素——针灸学何以能进步
1 中医的存废问题与科学的划界
2 针灸学发展进入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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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针灸学进步的核心：描述、解释、预测、方法
5 现代针灸学进步的科学家力量：辩护、技术、竞争、合作
6 现代针灸学进步的社会力量：利益、应用、制度、文化
7 结语：现代针灸学与综合的力量
第十五章 科学进步的未来——一个比喻性的总结
1 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
2 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3 科技创新面临的内外部威胁
4 一个比喻的描述：科技创新的种子、土壤和环境
5 中国科技创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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