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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生物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需要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交
叉研究；而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书能涵盖所有这些学科的内容。
本书提供了进入系统生物学领域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学科概貌，内容体系连贯完整、深入浅出，非常
适合作为课程教材和研究参考书。
　　全书分为3个部分。
第1部分介绍系统生物学的主要基础：细胞生物学、数学和实验技术。
第2部分介绍当前的计算建模和数据挖掘策略，包括代谢、信号转导、细胞周期、基因表达等各种细
胞进程及其相互作用的各种细节；介绍了建模中的一些概念，并讨论了如何用不同的模型来解决一些
常见的问题，如怎样解读数据、在特定条件下该应用哪种模型。
第3部分对目前互联网上可获得的帮助和资源进行了概述性介绍，同时介绍了作者自己常用的一些建
模工具；并对信息交换绝对必要的、从而也是构成系统生物学不可或缺的支柱数据库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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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硕士、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
现任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要从事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与生物信息学研究。
曾发现“细胞活性因子的发育相关进化”、“相互作用分子的协同进化”、“mRNA编码区与非编码
区的协调进化”及“物种演化中的分子减速进化”等规律性现象；发现并克隆肝细胞生成素、揭示其
基因调控机制、研制其重组品，发现其受体及其两条信号转导通路；建立人胎肝转录组及其蛋白质组
，从中发现500余种新基因、新蛋白质；发现中国人群常见恶性肿瘤及慢性肝炎等的易感基因10余种；
倡导并领衔了人类第一个组织、器官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领导大型国际
合作计划， Nature、 Science、Nature Biotechnology 等国际著名杂志给予高度评价。
以责任作者在国际核心刊物 Nature Genetics、 PNAS、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Genome Res、
Mol Cell Proteomics、 Cancer Res、 JBC、 Oncogene 等发表论文100余篇。
　　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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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课题，北京市重大项目，上海市创新群体项目等10余项，是
“973”项目“人类重大疾病的蛋白质组学”共首席科学家。
获国际人类蛋白质组组织“研究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2项，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3项。
　　现任国际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共同执行主席，国际人类蛋白质组组织理事，国际核心刊物
Proteomics 资深编辑、 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 编委，中国遗传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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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系统生物学是生物学　　生命作为宇宙间最复杂的现象之一，已利用系统化的方法在植物学
、动物学、生态学以及单细胞的组成和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得到了研究。
长期以来生物学家对细胞中的各部分是如何运行的进行了透彻的研究：他们研究了各种分子的生物化
学性质，蛋白质、DNA和RNA的结构，DNA复制、转录和翻译的法则以及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等等
。
此外，关于不同类型网络中各种元素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论概念也得到了发展。
这条研究路线的下一步是进一步朝着细胞、器官和机体以及（主要是）细胞进程如细胞通讯、细胞分
裂、体内稳态和适应的系统化研究方向努力。
这类研究方法可以被称为系统生物学。
　　为了更好理解细胞是如何工作的，细胞进程是如何调控的，以及细胞对环境扰动如何反应或甚至
是预期那些变化。
现在将生物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不同领域整合起来，正其时也。
生物学进程更为系统化图景的发展伴随并基于实验技术和方法学的革命。
尽管仍非常昂贵，新的高通量方法已经使得我们可以在同一时刻并以适当的时间分辨率测量细胞中所
有基因的表达水平。
荧光标记和尖端的显微技术允许追踪单细胞中的个别分子。
对细胞组分和细胞进程在时空上的细致研究是进一步阐明细胞调控的重要前提。
　　系统生物学的发展部分地为科学家的兴趣所推动，但更多的是由它具有的高应用潜力所推动。
生物工程的生产需要高预测能力的工具，以便廉价、可靠地设计具有期望特性的细胞。
鉴于对卫生保健存在许多期望，调控网络模型是必要的，以便认识其在疾病状况下的改变，并发展出
治疗该疾病的方法。
而且，由于卫生保健朝着个体化和预测医学方面发展的瞩目趋势（Weston和Hood 2004），使得在药
物研发、药效验证、诊断学以及治疗监控等领域内对细胞网络精确公式化和系统行为预测的需求日益
增加。
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这个新一代抗癌药物靶标为例，它属于一个至少包含4种相关受体的家族。
这些受体能够被30多种的不同分子所启动。
因此，面对这种复杂装置，有必要绘制其布线图，以弄清各元件在响应各种不同刺激和致病中所起的
作用。
详细模型一经建立，所有可能扰动的影响均可以相当廉价地用计算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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