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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晓 

 

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取得成功。不过，生命的奥秘并没有就此解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读懂基因组，将是后基因组时

代生命科学领域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之一。”而系统生物医学应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医学，则

有助于解析基因参与的表达调控网络、系统阐述所有基因的表达调控规律，从而使个体化治疗变得可

能。 

 

后基因组时代的整合型大科学 

 

在系统生物医学概念提出之前，“系统生物学”的概念就产生了。刘德培解释：“系统生物学是系

统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的构成，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间的相互关系，并分析生物系

统的动力学过程的科学。” 

 

早在1992年，日本学者Kamada首先使用了“系统生物医学”一词。同年，中国学者曾邦哲在首届全

国中西医学比较研讨会上也提出了“系统医药学”的概念与模型，指出医药学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

与。 

 

然而，由于生物学研究手段的缺乏，系统生物医学的概念在当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技术发

展，多种组学与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逐渐产生，系统生物医学应运而生并日益受到重视。 

 

“在系统生物医学框架下，生命全过程与疾病全过程得以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地研究，人体的

生理和病理机制才能完全被揭示。”刘德培说。 

 

在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不仅要实现基因、mRNA、蛋白质、生物小分子等不同构成要素的信息整

合，还需实现从基因到细胞、组织、个体等不同层次的信息整合。 

 

因此，在刘德培看来，基于其高度的整合性和复杂性，系统生物医学的研究需要医学、生物学、数

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支持。 

 

在近日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20次学术讨论会上，刘德培总结：“系统生物医学是一种整合型大科

学。” 

 

解决整体医学、个体化治疗问题 

 

关于人体健康的整体观和个体观尽管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主要观点，但由于分析检测手段所限，至

今尚未被现代医学完全接纳。 

 

随着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研究的深入，系统生物医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临床医学向整体医学和

个体化医学发展。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Karsenty致力于骨骼与其他系统的联系的研究，发现骨

钙素有望用于治疗肥胖、糖尿病和不育。 

 

据刘德培介绍，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系统生物医学则通过对生理病理、精神情绪、环境的全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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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析，强调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系统影响。 

 

“21世纪的医学模式是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的综合医学模式，研究对象不仅是自然的人

体，还包括人的状态和人所处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他说，“人体健康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和谐适应的基

础上。” 

 

因此，如何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基本认清亚临床、临床的致病原因，理解机体状态以及机体和环境

相互作用对于健康状态和对于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复杂疾病的致病机理等均是系统生物医学领域着力

解决的问题。 

 

同时，刘德培还认为：“系统生物医学的发展将使得个体化治疗成为可能。” 

 

“预测个体治疗效果，设计个体化预防与治疗的综合方案，还可以在症状出现前有效地保持正常健

康状态。”他说，“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有望在系统生物医学成熟后变成现实。” 

 

《中国科学报》 (2012-06-26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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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基因组测序现在费用很低，系统地研究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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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取得成功。不过，生命的奥秘并没有就此解开。“ 

有谁说过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取得成功。生命的奥秘就解开了？ 

炒一些概念而已，基础的个别的东西解决了，谁不知道综合。 

系统论，控制论之类的东西还处于”论“，未成”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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