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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代谢组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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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所许国旺研究员领导的1808组利用其构建的代谢组学技术平台取得重要科研成果，他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康乐院士研究组合

作，首次发现了肉碱类代谢物在飞蝗两型转变过程中的关键调控作用，相关论文本月已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杂志上

（doi: 10.1073/pnas.1119155109 PNAS February 10, 2012 ）。 

代谢组学作为系统生物学的分支，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与巨大的实用价值。飞蝗散居型和群居型之间的转变（型

变）正是复杂生物现象的典型代表，是蝗灾爆发的关键生物学基础。揭示飞蝗型变背后隐藏的生物调控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多年

来，康乐研究组致力于利用基因组学手段来破解这一谜题，并深刻认识到型变调控机制的阐释迫切需要系统生物学的深度介入。两个课题

组决定开展跨学科协作研究，依托我所的代谢组学平台，从血淋巴代谢物层次上来探寻飞蝗型变的分子基础，提出了新的型变调控机制。 

研究者首先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方法，剖析了散居型与群居型飞蝗间的代谢表型差异，对氨基酸、脂质与

酰基肉碱等差异代谢物进行了生物功能富集分析，明确了型变调控相关的代谢通路；随后，又利用代谢轨迹分析，对种群密度干预过程中

飞蝗代谢模式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动态描述，发现肉碱类代谢物呈现出与型变高度相关的时间序列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药物注射和

基因干扰等功能验证实验，证实了肉碱类代谢物在飞蝗型变中发挥的关键调控作用。这一新发现，不但突破了之前对型变生物机制认识的

局限性，而且将为研究其他物种的表型可塑性现象提供启迪，是凸显代谢组学巨大生物学研究价值的又一力证。 

10年来，1808组依托其在色谱领域的深厚积累，始终围绕着“高分辨分离与分析”这一学科发展主线，辅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

计量学信息处理系统开发，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代谢组学技术平台。多年深耕不辍，构建了以色谱—质谱联用技术为特色的代谢组学研

究平台。除飞蝗的研究外，1808组最近与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王红阳院士在肝癌标志物的代谢组学研究（Mol Cell 

Proteomics. 2012 Feb;11(2):M111.010694.）、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徐丛剑教授等在卵巢癌早期诊断标志物的代谢组学研究（J 

Proteome Res. 2011 May 6;10(5):2625-32.）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广受关注的成果。（文/吴泽明 图/吴泽明、孔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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