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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生物研究正从分子生物学走向系统生物学，由精细的分解研究转向系统的整体研究。
研究者整合各种生物信息的实验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完善模型，使其能定量和预测生
物系统的表型、功能和行为，这样一门崭新的现代生物学的分支学科被称为系统生物学。
系统生物学在形成过程中引起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及信息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众多
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参与其中，现已成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型学科。
　　当前世界各地已纷纷成立了研究系统生物学的机构。
例如，2000年1月美国科学家Hood率先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ISB），随后日本也建立了研究所。
2003年9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同年12月我国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系统生物学研究机构，随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成立了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生物系设立了生物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生物学>>

内容概要

　　概述了系统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介绍了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糖组学、
代谢物组学、相互作用组学、表型组学、数学建模与仿真、序列比对与数据库搜索、分子进化模型与
系统树的构建等。
系统生物学是现代生物学新兴分支学科之一。
它整合了各层面的生物信息数据，建立各种数学模型进行仿真实验，进而定量阐明和预测生物功能、
表型及行为，它已成为当今生命科学的重大前沿领域之一。
　　《系统生物学》内容新颖简要，适于有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科研人员学习，
期望引导他们用新视觉认识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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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　　第1章　系统生物学概况　　1.2　系统生物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　　1.2.1　系统生物学
的定义　　Hood（2004）在谈论系统生物学的概念时指出：系统生物学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
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计算
生物学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定量描述和预测生物功能、表型和行为的学科。
　　日本系统生物学研究给系统生物学下的定义为：系统生物学是生物学的一个新领域，其目的在于
在系统层次上理解生物系统，力求阐述作为一个系统的生物系统，并重点着眼于以下4个问题：①系
统结构的阐述；②系统行为的分析；③控制系统的方法；④如何设计系统。
　　我国杨胜利院士（2004）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对系统生物学概念有如下表述：
“系统生物学是在细胞、组织、器官和生物体水平上研究结构和功能各异的生物分子及其相互作用，
并通过计算生物学定量阐明和预测生物功能、表型和行为。
系统生物学将在基因组测序基础上完成DNA序列到生命的过程，这是逐步整合、优化的过程，系统生
物学的发展预计需要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因此常把系统生物学称为21世纪的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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