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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以2011年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主要成就为主线，重点介绍
了组学技术、干细胞技术和再生医学技术等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国内外情况，以及我国生物医药、生
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生物能源的发展情况，阐述了2011年我国出台支持生物产业发展的相
关政策。
《2011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分为前沿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产业、政策管理和区域生物技术与产业
等4个章节，以数据、图表、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了2011年我国生物技术发展的基本情况。

《2011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可为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关心支持生物技术
与产业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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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蛋白质组学技术　　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是阐明生物体各种生物基因组在细胞中表达的
全部蛋白质的表达模式及功能模式的学科，包括鉴定蛋白质的表达、存在方式（修饰形式）、结构、
功能和相互作用等。
　　蛋白翻译后修饰是调控诸多生物学过程和疾病的主要生物学通路之一，因而，蛋白翻译后修饰成
为目前的重要热点，尤其是糖基化修饰，2011年取得重要进展。
　　糖蛋白组学（glycoproteomics）：蛋白质组绘制技术和简单的翻译后修饰（如磷酸化）技术正趋
于成熟，但是最重要的翻译后修饰之一——糖基化，却因技术缺乏仍然难以在蛋白质组层面实现。
　　糖基化在多种生物学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如细胞调控、免疫应答等，而且这种修饰方式还参与了
正常细胞转化为肿瘤细胞的信号转导过程。
糖化蛋白组领域存在几个重要的方法学问题：①糖基化从定义上来说是属于非模板性的，与其他简单
的翻译后修饰，比如磷酸化不同，多聚糖结构存在极大的差异，导致其分析尤为困难，一个简单的蛋
白可以有上十种，上百种不同的多聚糖修饰基团，而且蛋白糖基化修饰在细胞中丰度低，自我修饰化
学计量数也低；②目前糖蛋白组学研究领域，以及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常常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糖蛋白
组学研究人员分析多聚糖结构，但忽略了其来源蛋白主体本身，而蛋白质组学研究人员分析蛋白，却
忽略了其上附着的多聚糖，不过科学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了整体研究的重要性。
　　蛋白质组学研究中的一种成熟技术——质谱技术，也同样在糖蛋白组学中扮演重要角色，蛋白链
和多聚糖链之间存在显著的化学特性差异，这带来了测序挑战，但高分辨率质谱分析仪器，以及一些
更先进的片段分析方法能帮助我们，除此之外，质谱分析之前的糖蛋白分离和纯化，以及之后的生物
信息学分析也是重要的技术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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