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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科学思想库，为国家科技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引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是我们的重要责任。
　　2007年7月，路甬祥院长提出：“看来在创新为科学发展观落实这一大题目之下，还要深入进行战
略研究，刻画出未来20～30年的路线图（Roadmap）和关键科技创新领域来。
并组织院内外专家深入讨论，进一步凝聚创新方向和目标。
我们再也不能只讲自由探索，只讲论文数量和质量，只满足于‘PI制’模式了。
必须根据国家社会未来发展需求，尤其是经济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生态环境
持续进化和人类社会相协调的重点目标出发进行研究和归纳。
”　　2007年7月，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根据国家社会未来发展需求，从经济持续增长和竞争力
提升、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生态环境持续进化与人类社会相协调等三大目标出发，开展面向未来的科
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
　　2007年8月，路甬祥院长进一步提出：“战略研究看来还是要前瞻研究2050年世界、中国、科技。
一是研究2050年的世界，分别从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生态与环境、科学技术进行前瞻，尤其要研
究能源、资源、人口、健康、信息、安全、生态与环境、空间、海洋等，预测未来，了解面临的机会
和挑战。
二是研究未来205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和挑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能源结构、人口
健康、生态与环境、国家安全、创新能力等应达到的目标和实现途径，科学技术需要给予的支持。
三是研究科学发展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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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健康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我国人口健康领域一方面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
中国科学院人口健康领域战略研究组通过对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的科技发展趋势和需求分析，提出了我
国人口健康领域2010～2050年的科技战略发展路线图；其科技愿景是，建立一个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
健康的普惠健康保障体系。
这个科技战略发展路线图主要由8个部分组成：①生物医学创新体系；②人口控制与生殖健康；③营
养、食品安全与健康；④慢性病防治与健康管理；⑤传染性疾病防治；⑥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精神健
康；⑦创新药物与生物医学工程；⑧再生医学。
每个部分都包括了特定的发展目标、战略任务和关键技术。
    本报告可作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大学、企业进行科技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可供国内外专家、
学者研究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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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的发展态势与战略需求　　人类对自身健康和疾病的关注与人类文明史
一样久远。
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在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中心，人们对疾病、疗法和药物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
。
两河流域出土的亚述和巴比伦泥版、埃及发现的纸草文中都有大量医疗处方的内容，公元前18世纪制
定的《汉谟拉比法典》大约七分之一内容是有关医药的条文。
最早的古印度医学文献《梨俱吠陀》成书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
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中，各类疾病的名字至少有40种。
而西方医学的起源常常被人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古希腊，其代表人物就是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以及他的门徒。
　　19世纪上半叶，现代西方医学在法国的巴黎医学院兴起。
在以医院为核心的新的医学教育体系中，逐步形成了以病理解剖为基础、以物理诊断为特征的医院医
学。
医院医学摆脱了单凭经验诊治病人的束缚，以更加客观的物理诊断为工具，极大地促进了临床医学的
发展。
此外，随着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发展，临床医生开始利用化学分析的检验方法来协助临床诊断，实
验室检查成为医院诊断疾病的常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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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支持科学与持续发展。
　　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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