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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0000个科学难题.信息科学卷》是《10000个科学难题》系列丛书中的信息科学卷。
为了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信息领域的学科全貌，编委会在以信息领域著名专家为编委会主任、副主
任委员的基础上，参照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结构划分原则，聘请信息领域六个一级学科的知名
专家作为责任编委，据此扩展。
本书的编撰工作得到了信息领域众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由于信息科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科学，因此，在编撰过程中围绕区分“科学难题”而非“技术难题”
做了大量工作。
为便于读者浏览与阅读，科普类题目放在最前面，其余则按六个一级学科分类排列。

　　《10000个科学难题.信息科学卷》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从事信息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参考阅读
。
希望本书在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致力于信息科学研究的同时，对从事信息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也有所帮
助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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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标志性成果就是获得一本“生命天书”，这本天书的载体就是我们
的基因组，其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是因为它仅由A、T、C、G等4个字母构成；复杂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生长发育的所有信息，隐含
了我们生老病死的规律。
人从一个受精卵分裂成多个细胞，进而在不同时间、不同位置上分化为各种类型的细胞，构成组织和
器官，直到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这个过程受到严格的程序控制，任何差错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缺
陷和疾病，而控制着这一切的遗传信息都记录在基因组DNA的双螺旋分子中。
通常，人体中的每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基因组DNA，但在不同类型的细胞中，能将遗传信息表达出来
的基因各不相同，从而能够让各类细胞行使不同功能。
生命的信息究竟是如何组织在基因组中，如何实现对基因表达的精确控制呢？
这是目前科学研究者所关注并努力探索的重大科学难题。
1.基因组的两类信息基因是指携带有遗传信息的DNA序列，基因表达是指DNA转录为RNA，RNA翻译
成蛋白质的过程。
基因组编码有两类主要信息：一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二是引导基因在特定时空表达的调控信息。
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揭示了基因的信息编码方式，即三联体密码。
基因密码最早在简单的生命体细菌中被发现，这种基本的遗传指令为所有生命所共享。
基因密码的发现拉开了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信息科学研究的序幕，启动了人类探索遗传语言奥秘的
进程。
基因组DNA序列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生物分子序列，而是一种语言的表示形式，该语言以特殊的方式组
织和编码生命的遗传信息，控制生物体的生长发育过程，控制生物体的性状。
DNA分子通过复杂而准确的信息复制、信息传递和信息表达，构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形成不同的组织
和器官，最终发育成为完整的生命体，一个具体的生命体是基因组信息的生动表现。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基因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基因组中信息组织结构和信息组织规律
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前，科学家们估计人类至少拥有十万个基因。
然而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人的基因组仅包含两万多个基因。
相比之下，就连低等动物线虫的基因组也有近两万个基因，而且大部分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与人类基因
非常相似。
显然，基因的数量并不能反映生物体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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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0000个科学难题:信息科学卷》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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