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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前言
摘要
绪论 生命科学发展概述
一、各国生命科学重要领域投入力度稳步提高
二、面向重大生命科学领域，部署重大项目、建立研究机构
三、基础设施建设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四、重要进展和重大突破不断涌现
五、新兴热点领域的前瞻战略研究不断涌现
六、学科交叉深入，推动学科汇聚
第一章 系统生物学领域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系统生物学的由来与总体发展趋势
第二节 国际系统生物学发展现状
一、国际系统生物学的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发展态势
二、主要国际系统生物学研究计划和项目及其共同特征和发展态势
三、国际人口健康领域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第三节 我国系统生物学发展现状
一、我国主要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机构
二、我国主要的系统生物学研究计划和项目
第四节 我国在系统生物学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对我国系统生物学领域未来发展的建议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合成生物学领域发展态势
第一节 合成生物学总体发展态势
一、合成生物学的概念与内涵
二、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历程
三、合成生物学的研究策略与重点方向
第二节 国际合成生物学发展现状
一、国际合成生物学研究计划和项目
二、国际合成生物学的主要研究机构
三、国际合成生物学主要研究进展
第三节 我国合成生物学发展现状
一、我国合成生物学研究主要计划和项目
二、我国主要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机构
三、我国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
第四节 我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对我国合成生物学领域未来发展的建议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结构生物学领域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总体发展趋势
第二节 国际结构生物学发展现状
第三节 我国结构生物学发展现状
第四节 我国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对我国结构生物学领域未来发展的建议
参考文献
第四章 神经科学发展趋势的思考
第一节 神经元的分子细胞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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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经元发育与极性的建立
二、神经元内的物质转运和精确定位
三、精确调控神经元内信号转导
四、突触调控和神经可塑性
第二节 神经环路的形成和信息处理
第三节 认知的神经基础
一、学习、记忆及信息储存的神经网络
二、意识的神经机制
三、人类的决策与行为
第四节 神经系统疾病防治与精神心理健康
第五节 人工智能
第六节 活体研究方法与技术
参考文献
第五章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发展态势
第一节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总体发展趋势
一、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
二、细胞重编程
三、干细胞的应用
四、干细胞相关的伦理和法律建设
第二节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国际发展现状
一、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二、胚胎干细胞
三、成体干细胞
四、干细胞研究和应用，新机构和新规范的建立
第三节 我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发展现状
一、近年来我国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取得的进展
二、我国相关机构和规范的设立情况
第四节 我国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针对我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未来发展的建议
参考文献
第六章 药学科学领域发展态势
第一节 药学科学发展总趋势
一、迅猛发展的生命科学新兴学科与技术，变革了药物的传统研发模式
二、药物研发难度的日益增加，促使老药新用理念破茧而出
三、联合用药已成为治疗复杂性疾病的主流治疗策略
四、个性化药物成为药学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五、生物技术药日趋受到药物研发机构与企业的青睐
第二节 老药新用发展态势
一、国际老药新用科研现状
二、我国老药新用科研现状
三、我国老药新用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建议
第三节 G蛋白偶联受体靶向药物发展态势
一、国际蛋白偶联受体靶向药物科研现状
二、我国G蛋白偶联受体靶向药物科研现状
三、我国蛋白偶联受体靶向药物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第四节 单克隆抗体药物发展态势
一、国际单克隆抗体药物科研现状
二、我国单克隆抗体药物科研现状
三、我国单克隆抗体药物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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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型基因工程重组蛋白质及多肽药物发展态势
一、国际新型基因工程重组蛋白质及多肽药物科研现状
二、中国新型基因工程重组蛋白质及多肽药物科研现状
三、我国新型基因工程重组蛋白质及多肽药物存在问题及其发展建议
第六节 微小RNA药物发展态势
一、国际微小RNA药物科研现状
二、我国微小RNA药物科研现状及发展建议
第七节 复方药物发展态势
一、国际复方药物科研现状
二、我国复方药物科研现状
三、我国复方用药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第八节 糖类药物发展态势
一、国际糖类药物科研现状
二、我国糖类药物科研现状
三、我国糖类药物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第九节 网络药理学发展态势
一、国际网络药理学科研现状
二、我国网络药理学科研现状
三、我国网络药理学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建议
第十节 生物标志物与个性化治疗发展态势
一、国际生物标志物与个性化治疗科研现状
二、我国生物标志物与个性化治疗科研现状
三、我国生物标志物与个性化治疗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参考文献
第七章 生物育种领域发展态势
第一节 生物育种相关领域总体发展趋势
一、基因组研究迅猛发展
二、转基因研发及产业化发展势头强劲
三、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育种手段的革命性突破
四、种质创新与新基因发掘
五、育种目标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六、设计育种——生物育种的“理想境界”
第二节 国际生物育种领域科研发展现状
一、农作物基因组学国际发展现状
二、转基因研发及产业化国际发展现状
三、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国际发展现状
四、种质创新与新基因发掘国际发展现状
第三节 我国生物育种领域科研发展现状
一、农作物基因组学国内发展现状
二、转基因研发及产业化国内发展现状
三、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国内发展现状
四、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基因发掘国内发展现状
五、育种目标国内发展现状
第四节 我国在分子育种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对我国分子育种领域未来发展的建议
一、分子育种相关领域研究重点
二、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第八章 基因组时代下的生物进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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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总体发展趋势
第二节 生物进化的国际科研发展现状
一、系统发育方面的国际研究现状
二、家养动物驯化机制方面的国际研究现状
三、系统地理方面的国际研究现状
四、适应机制的国际研究现状
第三节 我国生物进化相关科研的发展现状
第四节 我国在生物进化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对我国生物进化领域未来发展的建议
参考文献
第九章 生物信息学领域发展态势
第一节 新一代测序技术相关的生物信息学新方法与新理论
第二节 基因组拼接、组装及宏基因组学
第三节 表观遗传学的生物信息分析方法
第四节 基因功能预测与注释
第五节 非编码区RNA信息结构分析
第六节 生物大分子结构模拟与预测
第七节 基因网络的生物信息学
一、异种数据的整合
二、基因网络时空动态特性
第八节 群体基因组学
一、群体基因组学发展态势
二、我国基因组学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
参考文献
第十章 新技术、新方法领域发展态势
第一节 总体发展趋势
第二节 国际科研发展现状
一、基因操作技术
二、蛋白质研究技术
三、结构生物学技术
四、单分子技术
五、细胞技术
六、成像技术
七、计算与系统生物学技术
八、合成生物学技术
第三节 我国新技术、新方法发展现状
第四节 我国在新技术、新方法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对我国新技术、新方法领域未来发展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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