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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基因组学”的提出，目前冠以“组学”的名字已有200多种。
代谢组学是研究细胞和生物体的所有代谢中间体和终产物(即代谢组)的一门新兴科学。
相对于DNA或蛋白质等生物高分子而言，代谢组学的研究对象一般为分子质量在1000I)a以下的小分子
。
不同于基因和蛋白质具有相对严格的种属和细胞特异性，同一代谢物在任何其存在的物种中都具有相
同的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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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集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于一体的、极有价值的关于代谢组学的专著，对学科的发展
现状、面临问题、应用前景、未来趋势和学科本身的价值都做了客观、科学的描述。
除简要回顾代谢组学的发展历史、特点外，重点介绍了代谢组学技术平台及其在健康疾病、药物毒性
、植物、微生物、营养科学和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使读者能在短时间内对最新的技术和国内外进
展有一全面了解。
为适应不同层次人员对代谢组学知识的需求，本书在全面阐述色谱、质谱、核磁共振谱和多变量数据
分析方法在代谢组学中的应用的同时，图文并茂地剖析了代谢组学在不同领域内的应用，使读者能很
容易地应用本书解决相关领域中的问题。
　　本书既可作为从事代谢组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研究生的教材。
对代谢组学感兴趣或具备一定的生物化学和分析化学背景的读者也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选择地
阅读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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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代谢组学与系统生物学　　在几种常见的组学研究中，基因组学主要研究生物系统的基因结
构组成，即DNA的序列及表达。
蛋白质组学研究由生物系统表达的蛋白质及由外部刺激引起的差异。
代谢组学是研究生物体系(细胞、组织或生物体)受外部刺激所产生的所有代谢产物的变化，可以认为
代谢组学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延伸。
随着这些组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基因组的变化不一定能够得到表达，从而并不对系
统产生实质影响。
某些蛋白质的浓度会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升高，但由于这个蛋白质可能不具备活性，从而也不对系
统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基因或蛋白质的功能补偿作用，某个基因或蛋白质的缺失会由于其他基因或蛋白质的存在
而得到补偿，最后反应的净结果为零。
而小分子的产生和代谢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最终结果，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生物体系的状态。
因此，系统生物学的研究应涵盖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任何单一组学的研究
对生物问题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系统生物学是在细胞、组织、器官和生物体整体水平研究结构和功能各异的各种分子及其相互作
用，并通过计算生物学来定量描述和预测生物功能、表型和行为的科学。
系统生物学从基因组序列开始，完成从生命密码到生命过程的研究。
如果将生命体看成一个在基因调控下的无数的相互关联的生化反应所组成的一个新陈代谢网络，那么
系统生物学将要鉴别每一个反应节点的各种分子及其相互作用，从局部到整体，最终完成整个生命活
动的路线图。
系统生物学的主要技术平台为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相互作用组学和表型组
学等，这些“组学”分别在DNA、tuRNA、蛋白质和代谢产物水平检测和鉴别各种分子并研究其功能
以及各种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而发现生化反应的途径和网络，构建生物学模块，并在研究模块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绘制生物体的相
互作用图谱。
代谢组学与其他组学结合对阐明生命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
　　1.2 代谢组学的研究方法　　代谢组学研究一般包括样品采集和制备、代谢组数据的采集、数据预
处理、多变量数据分析、标志物识别和途径分析等步骤(图1-5)。
生物样品可以是尿液、血液、组织、细胞和培养液等，采集后首先进行生物反应灭活、预处理，然后
运用核磁共振、质谱或色谱等检测其中代谢物的种类、含量、状态及其变化，得到代谢轮廓或代谢指
纹。
而后使用多变量数据分析方法对获得的多维复杂数据进行降维和信息挖掘，识别出有显著变化的代谢
标志物，并研究所涉及的代谢途径和变化规律，以阐述生物体对相应刺激的响应机制，达到分型和发
现生物标志物的目的。
　　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不同，Oliver Fiehn将对生物体系的代谢产物分析分为四个层次。
　　(1)代谢物靶标分析(met_abolitetargetanalysis)：对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组分的分析。
在这个层次中，需要采取一定的预处理技术，除掉干扰物，以提高检测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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