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7/28 【中国科学报】代谢科学驱动人类未来

http://www.cas.cn/cm/201607/t20160726_4569752.shtml 1/2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English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邮箱 旧版回顾

首页 > 传媒扫描

【中国科学报】代谢科学驱动人类未来

　　7月25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的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百位专家学者，以“代

谢科学驱动人类未来”为主题，以20多个精彩的战略报告结合4场圆桌会议讨论，充分展示了代谢科学的集聚式

布局在未来生命科学中的理论创新和高端生物产业创新发展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增进了对代谢科学体系建设的

深度认知。

　　鉴于“今天的代谢科学战略布局关系到明天生命科学纵深发展，乃至我国生物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水

平”，与会院士专家呼吁国家、生命科学科研人员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形成共识和合力，努力使我国代谢科学能

够占据国际战略引领地位。

　　前所未有的机遇

　　代谢科学作为生命科学基础与应用研究理念的聚合，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它已发展成为驱动解决人类面

临的健康顽疾、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和绿色制造等方面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推手。

　　论坛共同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邓子新在主旨报告中指出，近年来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学以及相

关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已推动生命科学快速步入大数据时代，代谢科学通过由浅入深和循序渐进的积累、认

知和利用这些大数据，实现众多代谢体系从分子水平向网络化互作集成、从认识分子作用机制向设计构建新生

物体系、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科学等方面的纵深质变，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代谢科学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带动了微生物或植物天然产物药物的跨越式发展。201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

学奖授予了青蒿素的发现者屠呦呦和阿维菌素的发现者大村智和William C.Campbell, 促使代谢科学驱动的天

然产物研发迎来黄金时代。在我国实现从天然产物的资源大国到药物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代谢科学体系的建设

尤其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它无疑是实现这个创新转变最值得依赖的核心学科，也是全球技术与资源对接，基础

与产业互动方面最为活跃的学科。

　　生物制造将成亮点

　　生物制造是以生物体机能进行大规模物质加工与物质转化，其实质是以生物催化代替化学催化工艺路线，

是完全有别于石油化工路线的新模式。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欧阳平凯指出，目前主要用作燃料的生物质，可以转

化为重要的新型功能材料，如生物基聚氨酯、聚己内酯、生物尼龙等生物材料在服装及医用材料等方面有着非

常广阔的市场前景，我国如能率先攻克生物质转化这些生物材料产业化生产难关，那就是为中国制造培育一个

未来的新增长亮点。因此，代谢科学在环保方面也将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谭天伟认为，生物制造将是未来各国竞争的制高点。预计到2030年，大约有35%的化学品

和其他工业产品来自以生物制造为代表的工业生物技术，其在生物经济中的贡献率将达到39%。目前全球工业生

物技术研发投入较低，在工业生物、农业生物和医药生物中的总量仅占2%，远低于医药生物的87%。

　　发挥潜能 再塑功能

　　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胜利认为，作为驱动未来生命科学与产业发展的引擎，代谢科学从

更宽广的视角围绕生物体代谢网络中的物质转化、能量转换、信号传递等过程，从多种代谢体系相互作用的高

度，对生命过程进行了综合的解析、预测和人工设计，揭示了代谢网络“计量、定向、时空”的内在规律。代

谢科学已开始得到许多发达国家政府、科技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生命科学不仅引入高通量、单分子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新方法，同时，数理科学“定量概

念”、工程科学“设计概念”、合成化学“合成认识概念”等思路和策略也正与生命科学发生着深刻的交叉与

融合。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赵国屏院士等与会专家认为，由此会开启未来生命科学以系

统化、定量化和工程化为特征的“多学科会聚”研究范式，为更深入系统地认识生命、更精准有效地改造生物

体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目前对代谢过程的微观过程与生物个体宏观表现的联系、代谢网络中局部调控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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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茜）

局响应等的了解仍只是冰山一角，尤其是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及技术平台等发展与代谢科学整体发展极不相称。

必须在强化代谢科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构建结构合理、完整的代谢科学体系，从而推进我们对生命过程的深度

认知，最大限度实现代谢潜能的发挥与代谢功能的再塑。相关理论和技术的重大突破，必将对健康、食品、环

保、农业、化工等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6-07-26 第4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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