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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历时两年多联
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凝聚着600多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
律、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及开展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我国学科均衡、协调、可
持续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本书全面总结了近年来信息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客观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从学科的发
展规律和研究特点出发，前瞻性地思考了学科的整体布局，提出了信息科学的重要科学问题、前沿方
向及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等。

　　本书不仅对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科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
了解信息科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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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路甬祥陈宜瑜)
前言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战略地位
第一节 空间科学是当代自然科学的前沿领域，不断扩展人类的知识领域
第二节 空间科学是牵引及带动航天和相关高技术领域发展的引擎
第三节 空间科学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四节 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是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
第五节 空间科学在我国总体学科发展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第二章 空间科学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
第一节 空间科学的概念和内涵
第二节 空间科学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第三节 国际上空间科学发展状况与趋势
一、空间太阳物理
二、空间物理与空间环境学
三、行星与太阳系探测
四、微重力科学
五、空间大地测量
参考文献
第三章 我国空间科学学科的发展现状
第一节 我国空间科学发展概况
第二节 我国空间科学的国际地位及学科发展状况
第三节 经费投入与平台建设情况
第四节 人才队伍总体情况
第五节 问题和差距
一、我国没有明确的主管空间科学发展的政府部门，空间科学探i缺少顶层设计
二、我国还没有空间科学系列卫星
三、我国的空间科学研究缺乏稳定的支持经费和渠道
四、卫星有效载荷研发水平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
五、专业人才不足
参考文献
第四章空间科学学科发展布局
第一节 总体发展战略布局和战略目标
一、学科发展布局的主要思路
二、我国空间科学到2020年发展战略总体目标
三、未来10年空间科学学科发展布局
第二节 分学科发展布局和重点发展方向
一、空间太阳物理
二、空间物理与空间环境
三、行星与太阳系探测
四、微重力科学
五、空间大地测量
第三节 交叉学科发展布局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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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的平衡问题
第五节 人才培养需求分析
第六节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计划需求分析
一、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需求分析
二、未来10年空间科学探测卫星需求分析
三、天地一体化空间环境综合监测体系建设需求分析
四、发展我国多频多模卫星导航系统仿真及综合应用平台
五、月球与深空探测科学应用研究平台
参考文献
第五章 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第一节 遴选优先发展领域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优先发展领域
⋯⋯
第六章 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七章 保障措施与建议
附录 缩略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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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空间生物技术具有很强的商业背景，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受到高度重视。
空间细胞培养技术起源于1978年NASA提出的空间制药计划，而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的兴起为空间细
胞／组织技术（包括模式化组织和工程化组织的三维培养）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空间蛋白质晶体生长技术是早期空间生物技术的研究重点之一，迄今为止获得r200余种空间蛋白质晶
体，利用空间微重力环境开展地面难以结晶的蛋白质（如膜蛋白、糖蛋白等）晶体生长的研究是国内
外目前关注的焦点。
空间牛物分离技术的基本思路是高纯度生物样品的获取可不依赖于重力作用，而是通过生物样品其他
物理性质差异（如等电点）进行分离获得。
2003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提出的空间生物技术新领域为生物分子的化学与物理和细胞的生物物理与
化学。
相应地，NASA提出的研究重点是微重力下生物系统的物理化学输运过程，先进生命支撑系统，微流
控、微模式化技术的应用。
ESA研究重点是宇航员系统生理学、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的基础生物学、微重力环境的生物技术应用。
未来10年内，我国空间生物技术研究的重点方向包括空间三维细胞（组织）生长过程中的流体输运与
物质代谢，相应细胞（组织）生长规律及其生物学功能，空间蛋白质晶体生长规律和生物大分子组装
的物理与化学过程，空间生物技术的模型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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