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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生命科学的内史（生命科学思想史）、外史（生命科学发展史）、方法论、生命科学家传略
、生命科学前沿难题等内容整合融汇与提炼的基础上，阐述下列内容：能力结构的系统分析及其在科
学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生命科学研究的特异性及其领域中创新能力结构的特异性、追寻生
命科学的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突破与其创新能力结构之间演化互动的轨迹、中外著名生命科学家的学术
贡献与其创新能力结构的提升、当前生命科学前沿面临重大突破面临的能力瓶颈、从事生命科学学习
和研究的人员应该怎样自觉打造和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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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生命科学进化历程中关键性科学发现与知识创新事件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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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对脑功能定位的探索
5.3.3 神经基本活动
 5.4 西医学发展史上关键性创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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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1901~2000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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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21世纪上半叶中国生命科学面对的挑战与创新目标愿景
 引言
与21世纪上半叶中国生命科学创新密切相关的两项指南性研究成果简介
 6.1 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预测
6.1.1 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和创新的背景
6.1.2 21世纪生物学的总体预测
6.1.3 带动未来生物学发展的重大学科方向和领域预测
6.1.4 关于未来生命科学中重大的学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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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中国生物学家开创近代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真菌学的奋斗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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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现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钟观光先生与钱崇澍先生
7.1.1 钟观光先生(1868~1940年)
7.1.2 钱崇澍先生(1883~1965年)
 7.2
我国近、现代动物学的开拓者秉志先生、寿振黄先生和郑作新先生
7.2.1 秉志先生(原名翟秉志,曾用名秉农山、翟际潜,1886~1965年)
7.2.2 寿振黄先生(1899~1964年)
7.2.3 郑作新先生(1906~1998年)
 7.3
我国近、现代工业微生物学的开拓者方心芳先生
 7.4
我国近、现代真菌学的开拓者戴芳澜先生
 思考题
 第八章 中国生物学家开创近代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的奋斗缩影
 8.1
我国近?现代生理学的开拓者林可胜先生与蔡翘先生
8.1.1 林可胜先生(1897~1969年)
8.1.2 蔡翘先生(1897~1990年)
 8.2
我国近、现代生物化学的开拓者吴宪先生与王应睐先生
8.2.1 吴宪先生(1893~1959年)
8.2.2 王应睐先生(1907~2001年)
 8.3
我国近、现代遗传学的开拓者陈桢先生、李汝祺先生与谈家桢先生
8.3.1 陈桢先生(1894~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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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谈家桢先生(1909~2008年)
 思考题
 第九章 生命科学创新能力结构拓展与攀升的路径探索
 引言
发明创造并不是天才的专利,自信心是科学创新能力结构攀升阶梯的起点
 9.1
交叉渗透、综合集成——熟悉科学思维方法论的路径
9.1.1 在“哲学思维—科学思维—技术思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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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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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创新能力结构在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中拓展与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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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科学家共同体的创新能力结构在真诚的合作与激烈的竞争中拓展与攀升
9.2.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结构提升的必由之路
9.2.5 一个来自生命科学企业团队创新能力结构拓展与攀升路径的启示——“日本岛津制作所何以能出
诺贝尔化学?得主?”
 9.3
在科研个体层面上创新能力结构拓展与攀升的路径探索
9.3.1 独立思考与科学创新
9.3.2 站在导师的肩上
9.3.3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实践,大胆探索
9.3.4 实现生?科学创新能力结构拓展与攀升路径的人生品格与境界
 9.4
创新能力结构拓展与攀升的社会运行机制
9.4.1 创新型人才成长的前提:培植科学的土壤
9.4.2 办好有科学创新精神的大学,是科研主体创新能力结构攀升的重要路径
 思考题
 第十章 结束语:生命科学的创新?生命世界的未来
 10.1
敬畏和护卫自然生命运行的核心机制与自然生命存在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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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生命科学中是否存在规律之争
10.2.3 生命科学规律与物理科学规律不同
10.2.4 生命科学规律特异性的表现
10.2.5 生命科学规律的特异性是生物工程技术创新过程中预警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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