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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

内容概要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医学》内容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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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医学》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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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医学的重要
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及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等。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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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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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学科的战略地位
第一节 医学研究的总体战略地位
一、促进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促进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实施和发展
三、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第二节 医学主要分支学科的战略地位
一、基础医学
二、临床医学
三、预防医学
四、药学
五、中医药学
第二章 医学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态势
第一节 基础医学的发展规律与态势
第二节 临床医学的发展规律与态势
一、呼吸系统
二、心脑血管系统
三、消化系统疾病
四、血液系统疾病
五、泌尿系统疾病
六、内分泌系统疾病
七、风湿病和自身免疫病
八、癌症
第三节 预防医学的发展规律与态势
第四节 药学的发展规律与态势
第五节 中医药学的发展规律与态势
第三章 医学学科的发展现状
第一节 基础医学发展现状
一、基因组医学（医学基因组学）已成为基础医学研究的主流
二、转化医学研究渐成趋势
三、基础医学各学科领域交叉及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日益加强
四、系统生物学走上历史舞台
第二节 临床医学发展现状
一、呼吸系统疾病
二、心脑血管疾病
三、消化系统疾病
四、血液系统疾病
五、泌尿系统疾病
六、内分泌系统疾病
七、自身免疫病
八、创伤医学
九、肿瘤
十、精神疾病
十一、分子影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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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预防医学发展现状
一、流行病学
二、卫生（医学）统计学
三、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四、环境卫生学
五、卫生毒理学
六、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七、儿童少年卫生学
八、妇幼保健学
第四节 药学发展现状
一、药物学及药理学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二、新药研究技术平台建设
三、创新药物研究和开发
四、企业药物创新和医药产业发展
五、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形成人才优势
第五节 中医药学发展现状
一、中医药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
二、中医药发展的机遇
三、研究现状
四、研究动态
第四章 医学学科的发展布局
第一节 基础医学的学科发展布局
第二节 临床医学的学科发展布局
第三节 预防医学的学科发展布局
第四节 药学的学科发展布局
第五节 中医药学的学科发展布局
第五章 医学学科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第一节 基础医学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及其重点发展方向
一、基础医学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二、重点发展方向
第二节 临床医学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一、重要的致病性病原体及与宿主的相互作用
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及治疗
三、自身免疫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四、肿瘤治疗、肿瘤标志物鉴定及其功能研究
五、血液系统疾病临床诊治研究
六、微创治疗或介入治疗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七、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疾病的诊治
八、创伤救治和组织修复重构
九、器官及干细胞移植
十、精神疾病的诊治
十一、循证医学
第三节 预防医学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一、环境与健康关系的基础研究
二、营养与人类疾病关系的基础研究
三、传染病的基础研究
四、毒理学基础研究
五、妇幼保健的基础研究
六、流行病学监测（疾病监测）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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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药学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一、基于靶标和靶标网络调控的药物基础研究
二、基于信息学的药物基础研究
三、提高成药性的药物化学基础研究
四、靶向药物输送系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五、个体化治疗的药物学和药理学基础研究
六、新型生物技术药物研究的重要基础问题
七、基于靶标和疾病网络调控的抗肿瘤药物和药理学基础研究
八、基于靶标和疾病网络调控的神经精神药物和药理学研究
九、基于靶标和疾病网络调控的代谢性疾病药物和药理学研究
第五节 中医药学的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一、中医理论基础研究
二、中药方剂基础研究
三、针灸经络基础研究
四、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重点方向
第六章 医学学科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一节 基础医学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求分析和优先领域
一、及时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国际发展最新动态
二、积极参与国际性“大科学”计划和项目合作
三、积极参与以假设驱动的课题研究的对口合作与交流
四、提高多学科交叉和技术创新的水平
第二节 临床医学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求分析和优先领域
第三节 预防医学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求分析和优先领域
一、未来5～10年本学科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求分析
二、未来5～10年本学科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优先领域
第四节 药学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求分析和优先领域
第五节 中医药学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求分析和优先领域
第七章 医学学科发展的保障措施与建议
一、夯实工作基础，建立研究体系，提高创新水平，推进可持续发展
二、突出重点，明确目标、加强管理、克服拼盘现象
三、完善科学评估的政策与措施
四、注重关键技术平台的整合与集成
五、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库和数据库的建设
六、加强医学伦理观念与监督意识，制定相关的管理措施
七、注重转化医学研究
八、整合我国医学科学研究渠道资源，加强预防医学研究
九、加强中医药学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本书涉及的基因名称与缩写中英文对照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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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作为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其确定的6个重点战略和研究领域中，“为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是重要内容之一。《纲要》确定的13个重大研究任务中，人口与健康占有
一席，并以“强调自主创新为先导，引进与开发相结合；以医药生物技术为主体，高新技术与适宜技
术协调发展，开展跟踪、跨越、创新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发展思路，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
口安全发展，人人享有健康”，使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实施以预防
为主的“前移战略”和注重社区与农村医疗的“下移战略”；提出人口与健康的基础研究重点是生命
过程的定量研究和系统整合及脑与认知科学，“力争在世界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上取得一批具有重大
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在若干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解决一批瓶颈性关键科学问题”。生命过程包
括生、老、病、死等复杂的过程和现象，用整体的、系统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方法阐明生命过
程和现象的机理，提高对生命的认识水平、研究水平和医疗水平。促进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实施和
发展，是我国医学科学应承担的另一重要任务，也是医学科学为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应做出的不可或
缺的贡献。三、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2009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简称《改革方案》）。《改革方案》指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
公益性质，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努力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在健康指标、医疗卫生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
等方面突出正确导向和中国特色，确定重点目标、注重社会公平和政策措施的实践合理性和可行性。
医学研究和进步将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科学支撑。　　（1）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飞
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国的疾病谱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疾病谱中既有发展中国家的常见
病，也有发达国家的常见病。重大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病、肿瘤、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疾
病、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以及精神神经性疾病等）的发病率也明显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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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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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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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偏笼统，适合做指南类型的书，不过内容很概况，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指南方向差不多，本
来还想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觉得对于一般人没有太多指导作用。
2、终于在当当买到整套的了，发货也很快，非常满意。
3、适合医学专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讲的是目前许多比较有前瞻性和争议比较大的问题
4、普及下医学知识
5、国家政策方向，过于空大。但内含少量前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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