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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简要对 "十一五"期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基于功能基因组和结构基因组的药物分子设计"重点

项目的研究方向及课题设置、课题承担单位及研究人员结构、课题完成情况及所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等方面进

行了具体分析和归纳总结,供广大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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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rug Design Based on Function Genomes & Structure Genomes Topics 
in "Eleventh Five-Year Plan"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AI Rui-ting, WANG De-ping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A brief analysis about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863)drug design 
based on function genomes & structure genomes topics in "Eleventh Five-Year Plan" was given. The 
details about topics plan, institutions carrying out the topics and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were 
presented, these informations maybe be useful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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