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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组学研究对象及定义

代谢组学研究对象

1. 代谢组学研究对象包括细胞、组织、器官、生物体以及环境中的代谢物。

2. 代谢物是指生物体内参与代谢过程或产物的小分子化合物，如糖类、氨基酸、脂类、核酸、维生

素、激素等，以及代谢废物和代谢中间产物等。

3. 代谢组学研究对象广泛，覆盖面广，既包括人体代谢物，也包括微生物代谢物，既包括内源性代

谢物，也包括外源性代谢物。

代谢组学定义

1. 代谢组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体代谢物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

2. 代谢组学通过对生物体代谢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来研究生物体的代谢状态，从而了解生物体

的生理、病理过程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3. 代谢组学是系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标记物发现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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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组学研究目的及意义

§ 代谢组学研究目的及意义

1. 探索代谢途径和调控机制：代谢组学研究有助于揭示细胞、组织和生物体的代谢途径，以及这些途径是如何受到

遗传、环境和生理条件影响的。通过对代谢物水平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代谢网络的复杂性，发现新的代谢途径和

调控机制。

2. 阐明生物学过程的代谢基础：代谢组学研究可以帮助阐明各种生物学过程的代谢基础，包括生长发育、细胞分化、

信号转导、免疫反应、衰老以及疾病发生发展等。通过代谢物水平的分析，可以揭示这些生物学过程涉及的代谢变

化，从而加深对这些过程的分子机制的理解。

3. 发现生物标志物和开发诊断方法：代谢组学研究可以发现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和监测。通过

对代谢物水平的分析，可以识别出与疾病相关的特异性代谢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作为疾病的诊断标志物。此外，代

谢组学研究还可以帮助开发新的诊断方法，提高疾病的诊断效率和准确性。



 代谢组学研究目的及意义

§ 代谢组学研究在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1. 疾病诊断和分类：代谢组学研究可以帮助诊断和分类疾病，通过分析疾病患者体内的代谢物水平，可以识别出疾

病特有的代谢变化，从而辅助疾病的诊断和分类。此外，代谢组学研究还可以帮助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为

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2. 病理机制研究：代谢组学研究可以帮助阐明疾病的病理机制，通过分析疾病患者体内的代谢物水平，可以发现疾

病相关的代谢变化，从而推断疾病的病理机制。此外，代谢组学研究还可以帮助识别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为药物

开发提供指导。

3. 疗效评价和预后预测：代谢组学研究可以帮助评价药物的疗效和预测疾病的预后，通过分析药物治疗后患者体内

的代谢物水平，可以评估药物的疗效，并预测疾病的预后。此外，代谢组学研究还可以帮助识别药物的副作用，为

临床用药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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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组学技术平台及发展

代谢组学技术平台及发展：

1. 代谢组学技术平台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提高代谢物检测灵敏度、

特异性和覆盖范围。

2. 目前主流的代谢组学技术平台包括核磁共振波谱（NMR）、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

MS）和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CE-MS）。

3. 这些平台各有优势和劣势，可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

近年来，离子淌度色谱-质谱联用（IMS-MS）和飞行时间质谱

（TOF-MS）等新兴技术平台也逐渐应用于代谢组学研究。

代谢组学的生物学研究应用：

1. 代谢组学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微

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药学和医学等。

2. 代谢组学技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物体在不同环境、条件或

遗传背景下的代谢变化，从而揭示生物体的生理、病理和药理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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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组学数据采集及处理

§ 代谢组学数据采集

1. 样品采集和制备：代谢组学数据采集的第一步是收集和制备

生物样品。样品可以来自各种来源，包括生物体组织、液体、

细胞和微生物。样品采集和制备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研究

目的和待测代谢物。

2. 样品提取：样品采集和制备完成后，需要进行样品提取，以

分离出待测代谢物。样品提取方法有多种，包括溶剂提取、固

相提取、超声波提取和酶促提取等。

3. 衍生化：一些代谢物在天然状态下可能不具有挥发性或电离

性，需要进行衍生化处理，以提高它们的挥发性或电离性，使

其能够被检测仪器检测到。衍生化方法有多种，包括烷基化、

酰基化、甲基化和硅烷化等。

§ 代谢组学数据处理

1. 数据预处理：代谢组学数据处理的第一步是进行数据预处理，

包括数据清洗、归一化和缩放。数据清洗是指去除无效数据和

异常值，归一化是指使不同样品的数据具有相同的量纲，缩放

是指调整数据分布，使其具有相同的均值和标准差。

2. 代谢物鉴定：数据预处理完成后，需要进行代谢物鉴定，即

确定每个检测到的峰值对应的代谢物。代谢物鉴定方法有多种，

包括质谱数据库搜索、色谱保留时间匹配和化学标准品比对等。

3. 代谢通路分析：代谢物鉴定完成后，可以进行代谢通路分析，

以了解代谢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代谢途径的变化。代谢通路分

析方法有多种，包括拓扑分析、代谢网络分析和代谢动力学分

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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