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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作用日益广泛和深刻。
伴随着信息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浪潮，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展现出不可估量的前景。
基因组学技术、蛋白质组技术、生物信息技术、干细胞技术等正在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预见到，生命科学的新发现，生物技术的新突破，正在标志着一个生命科学新纪
元的来临，必将对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产生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要求“把生物科技作为未来高技术产业迎头赶上的重点”，国家有关部门及
地方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生物技术及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我们要利用生物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等优势，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强生物技
术自主创新，加强生物技术在农业、工业、人口与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力争通过15年左右的努力，使
我国早日进入国际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先进国家行列，使我国成为生物技术强国和生物产业大国
，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十一五”期间启动的十六个科技重大专项中，国家安排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
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三个重大专项。
此外，我们还部署了一批生物技术研究和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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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分为：政策篇、科学篇、技术篇、生物产业篇、国际合作篇。
介绍了我国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和主要成就，交流、总结了发展生物技术和产业的经验，
宣传了政府发展生物技术的政策方针，收集反应了截至2008年底国内外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最新
进展。
　　《2008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能为生物科技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关心支持生物
技术发展与产业的各界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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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要研究所有的基因、所有的蛋白质、组分问的所有相互关系。
显然，生物信息学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整体性研究为特征的一种大科学，选择合适的模式生物和细胞
等功能系统模型，全域地获取系统功能信息是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例如，在蛋白质一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研究方面，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蛋白质一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实
验方法和理论预测方法，为揭示生物，体高水平的功能协同机制，帮助人们深人了解复杂的生物学过
程背后的机制提供了实验和理论分析的基础。
人们可以通过大规模酵母双杂交手段建立线虫蛋白相互作用网络的图谱，揭示多细胞生物此类网络的
整体结构，领悟复杂的蛋白相互作用网络是如何协调来完成整体细胞功能。
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对高连接度蛋白的研究发现酵母蛋白相互作用网络的动态特征。
　　（二）发展新的实验技术和计算方法，研究组成网络的基本单元随时问和空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复杂生命体系如何行使功能的关键技术手段　　复杂的生命活动如细胞调控等具有
复杂的网络结构，要了解调控的工作方式必须研究组成网络的基本单元随时问和空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
现有的实验技术可以在分子水平上观测生物功能。
然而由于自然系统的复杂性，对于分子水平上的所有反应的认识还不足以提供我们所感兴趣的生物过
程的经验和连贯的认识。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非常有价值、也可能是决定性的解决办法，是把网络分解成更多易于理解的模块，
这需要把网络中由模块得到的相同生物功能的部分按照拓扑结构分组。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仅有拓扑结构不足以得到完整的功能信息。
在一些甚至接近理想状态的，有详细功能信息的单输入单输出模块模拟系统中，我们也很难得到对体
系的功能的完整描述，这些模块需要更详细特异信息才能预测它们所起的作用。
因此，寻找和描述网络中的模块是系统生物学中一个活跃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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