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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蛋白质的糖基化是最重要和最普遍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之一，在生物体内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糖蛋白质的量和 ( 或 ) 糖基化程度的改变以及糖链结构的改变等与许多疾病密切相关，因此定量糖蛋白质

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点。然而由于糖基化蛋白质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其定量面临严峻的挑战。糖蛋

白质组学定量方法和技术的发展将为更好地研究糖基化蛋白质生物学功能起到重要作用。综述了基于生物

质谱的糖蛋白质组定量研究的技术和方法，及其优缺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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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mon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protein glycosylation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biological function. The changes of glycoprotein content and/or glycosylation degree as well as 
alterations of glycan structure are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diseases. Therefore,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 the quantitative and comparative aspects of glycoproteome.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glycoproteomics 
faces more severe challenges because of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glycoprotein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of quatititative glycoproteomics will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study of glycoprotei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veral newly developed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were discussed, and the progress in quantitative glycoproteome research wa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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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的糖基化修饰是细胞中最重要、最常见

和最复杂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之一，目前已知哺乳

动物蛋白质中约有一半以上的蛋白质发生了糖基化
[1]
。

糖蛋白质是蛋白质与糖类以共价键相连形成的复合

物，根据蛋白质被糖修饰形式的不同可以把蛋白质

糖基化分成以下四类：(1)N- 糖蛋白，糖链通过 N-
乙酰葡糖胺与处于特征序列 N-X-S/T(X 是除了 P 之

外的氨基酸 ) 中的 N 相连；(2) O- 糖蛋白，糖链与

丝氨酸或苏氨酸相连；(3)GPI( 糖基磷脂酰肌醇 )-
锚定糖蛋白；(4) C- 糖蛋白，糖链以 C-C 键与肽链

上的色氨酸残基相连。蛋白质糖基化以前两种最为

常见且研究得最多。

蛋白质的糖基化修饰极大地增加了蛋白质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也赋予了糖蛋白更多的生物学功能

和更重要的生物学意义。蛋白质糖基化修饰在各种

生命现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参与细胞黏附及信

号转导，影响蛋白质的分泌和稳定性，参与血浆中

∙ 技术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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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蛋白的清除、免疫及炎症反应、精卵识别以及

影响蛋白质在细胞内的转送方向等
[2]
。糖基化修饰

在疾病中，特别是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

都有着重要意义，许多疾病诊断标志物及治疗的靶

标，如前列腺癌中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3]
、卵

巢癌中的肿瘤抗原 CA125[4]
、乳腺癌中的 Her2/neu[5]

，

以及肝癌的中的 AFP[6]
等都是糖蛋白。早期的糖蛋

白质组研究主要集中于糖蛋白质 / 糖肽的分离富集、

糖蛋白质的鉴定、糖基化位点的确定及糖链结构的

解析等方面，以生物质谱为核心的相关技术已广泛

用于蛋白质组学水平的糖基化研究
[7]
。

研究发现，在特定的状态下蛋白质是否发生糖

基化修饰、糖蛋白质的量和 ( 或 ) 其糖基化程度的

变化以及糖链结构的改变与特定的生理或病理状态

改变直接相关，因而近年来糖蛋白质组的定量研究

尽管开展得较晚但正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糖蛋

白质组的定量从组学水平上大规模地研究糖蛋白质

的含量高低和蛋白质糖基化修饰的程度改变以及它

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其研究将对于找到疾病相关的

重要分子有重要意义
[8]
。尽管定量蛋白质组分析的

方法和技术原则上都适用于糖蛋白质定量分析，但

由于糖基化蛋白质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糖蛋白质

组定量分析遇到新的困难，也正是这些难点从很大

程度上导致糖蛋白质定量研究开展相对较晚。首先，

某些情况下糖蛋白质的表达量相对于非糖蛋白质而

言处于极低的量，在定量之前如何能有效地将糖蛋

白质 / 糖肽从大量的非糖蛋白 / 非糖肽中分离富集

出来并加以鉴定，是对其进行准确定量的前提。第

二，糖蛋白质 / 糖肽在质谱中的离子化效率远低于

非修饰蛋白质 / 肽，这样的信号抑制降低了糖蛋白

质被鉴定的可能性；第三，糖蛋白质上糖链的高度

微观不均一性及多样性使得质谱中质量数的分散，

造成糖蛋白质鉴定的困难；第四，糖基化位点的改

变、糖基化程度的变化等往往并不伴随蛋白质本身

量的改变，适合糖蛋白质组定量的技术需要能同时

反映糖蛋白质的蛋白质水平变化和糖基化程度变

化。因此，定量蛋白质组的方法学发展对于糖蛋白

质的定量研究和发现新的疾病诊断标志物及治疗靶

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糖蛋白质组的定量技术大

致可以分为同位素标记相对定量、非标记相对定量

和目标糖蛋白质的绝对定量。本文主要就糖蛋白质

组 ( 主要针对 N- 糖蛋白质和 O- 糖蛋白质 ) 的定量

分析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一综述。

1　糖蛋白质相对定量

1.1　同位素标记相对定量

同位素标记是最常用的蛋白质定量技术之一，

通过引入化学结构相同、物理化学性质相似但质量

数不同的稳定同位素标签用于标记两个 ( 或多个 )
样品中的蛋白质，再将被标记的样品混合之后进行

质谱分析，这样不同样品中的相同蛋白质的同一条

肽将因由于标记产生的质量数差异在质谱图中表现

为一对峰，通过比较质谱峰的强弱，即可以定量出

不同样品中蛋白质表达量的相对变化。对于糖基化

蛋白质而言，除了蛋白质水平的定量之外，还需要

考虑糖基化程度的定量，而很多时候糖基化程度的

变化和糖蛋白质量的变化并不一致。在糖蛋白质定

量中，糖蛋白质的糖基化肽之间的比例变化可以反

映出糖基化程度的变化；非修饰肽之间的比例变化

则可以从蛋白质水平上反映出糖蛋白质的量的变

化。

1.1.1　化学标记同位素定量

Zhang 等
 [9]

先利用肼腙反应富集糖蛋白质，再

将富集到的蛋白质酶解并用 PNGase F 酶去除糖链，

然后在去除糖链后的糖肽的 N 末端引入轻 (H4)/ 重
(D4) 同位素标记的琥珀酸酐，再通过比较被标记肽

的同位素峰的强度差异则可得到糖肽的相对量的变

化。他们用标准糖蛋白质及人血清样品对该方法进

行了评价，该方法用于人血清样本糖蛋白质组定量

的结果和理论值平均偏差为 8%，表明了该方法可

以适合于糖蛋白质的选择性捕获及糖基化程度的定

量分析。该方法的优点包括，一方面对糖蛋白质进

行特异性富集减少了样品的复杂程度，有利于提高

糖蛋白质的鉴定成功率并保证定量的准确性；另一

方面标记容易实现且 4 Da 的相对分子质量差异可

以较好地避免同位素峰的重叠。但是该方法在定量

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缺陷，首先它主要是利用糖肽去

糖链后得到的肽来进行定量，这样仅能得到糖基化

程度的变化，由于并未对非糖肽进行定量因而不能

得到对糖蛋白质在蛋白质水平上含量变化的评价；

第二，糖基化位点的确认仅通过糖肽经 PNGase F
脱去糖链时天冬酰胺残基转变为天冬氨酸时增加

0.98 Da 的差异来判断，并不够准确。Zhou 等
[10]

用

利用类似的肼腙反应富集糖蛋白质，并用 iTRAQ
试剂 (117/116) 分别标记气候性滴状角膜病变患者

的眼泪和正常人眼泪样品，通过比较 iTRAQ 试剂

在 MS/MS 中的报告离子同位素峰来定量糖基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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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另外，他们还对未经肼腙反应富集的一对样品

进行了同样的 iTRAQ 试剂标记，通过对糖蛋白质

的非糖肽的定量可以得到该糖蛋白质在蛋白质水平

上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气候性滴状角膜病变患

者的眼泪样品中共有 5 个糖蛋白质的糖基化程度发

生显著变化，但是这 5 个糖蛋白质在蛋白质水平上

均未表现出明显的量的变化。

除了上述的肼腙反应选择性富集糖蛋白质，还

可利用凝集素能够专一识别某一特殊结构的单糖或

聚糖中特定的糖基序列的特点使用凝集素柱对糖蛋

白质进行富集。如 Qiu 和 Regnier[11-12]
利用接骨木

凝集素 (Sambucus nigra agglutinin, SNA) 选择性富

集含唾液酸的糖肽，然后用同位素标记的轻 (H3)/
重 (D3) 乙酸 -N- 琥珀酰亚胺酯对肽段的 N 末端进行

乙酰化标记，再用 PNGase F 脱去糖链，最后通过

比较两组样品中同位素标记的去糖链后的糖肽的信

号强度可以获得其含唾液酸的糖肽定量变化信息。

他们还在富集时联用接骨木凝集素和伴刀豆球蛋白

凝集素 (Concanavalin A, ConA)，通过比较只用

SNA 富集和 SAN-ConA 联用富集得到的糖肽量的

变化，还可以定量分析糖肽中唾液酸化程度的变化，

结果表明不同糖基化位点上的唾液酸化修饰程度不尽

相同
[11]
。但是该方法的主要缺点在于并未对糖蛋白

质在蛋白质水平上量的变化进行比较。Ueda 等 [13]

将对照组血清和肺癌患者血清去除 6 种高丰度蛋白

质后，一部分样品用扁豆凝集素 (Lens culinaris, 
LCA) 凝集素柱富集含 α-1,6- 岩藻糖的糖蛋白质，

将得到的糖蛋白质分别用轻 (12C6)/ 重 (13C6)-2- 硝基

苯磺酰氯 (2-nitrobenzenesulfenyl, NBS) 标记后再酶

解进行质谱分析。根据同位素峰强度的比例得到
13C/12CLCA，另一部分样品不经通过凝集素富集直接

进行 NBS 同位素标记得到
13C/12CPre，(13C/12CLCA)/ 

(13C/12CPre) 的比例即反映了 α-1,6- 岩藻糖的水平变

化，研究发现有 34 个糖蛋白质的 α-1,6- 岩藻糖发

生显著变化。该方法中引入了不经凝集素富集同位

素标记样品的信号作为参照，真实反映了岩藻糖

修饰程度的变化，也同时反映了含岩藻糖的糖蛋白

质在蛋白质水平量上的变化。在最近的工作中，

Ueda 等
[14]

对上述方法进行了改进，引入了 8 标的

iTRAQ 试剂并将其和凝集素富集以及 H2
18O 中进

行 PNGase F 去糖链处理结合 (isotopic glycosidase 
elution and labeling on lectin column chromatography，
IGEL)，用于肺癌病人血清糖蛋白质组的定量研

究。共鉴定到 107 条糖肽，并发现 A2GL_Asn151、
A2GL_Asn290 等位点的糖基化程度发生显著变化。

该方法的优势在于：第一，利用 iTRAQ 试剂可以

同时标记 8 个样品，是现有糖蛋白质组定量中同时

标记样品数最多的；第二，iTRAQ 定量是通过二级

质谱低端报告离子强度进行定量，相比之前的 NBS
标记方法而言减少了同位素标记对一级质谱复杂度

的影响；第三，在去糖链时引入
18O 标记有利于糖

基化位点的确认；第四，一方面用不经凝集素富集

的非糖肽对糖蛋白的蛋白质水平进行定量，另一方

面用经凝集素富集得到的糖肽对糖基化水平进行定

量。Shetty 等
[15]

用 SNA 凝集素富集和串联标记方

法 (lectin and tandem labeling, LTL) 来定量前列腺癌

病人血清中的含唾液酸的糖蛋白质及其唾液酸化

程度变化。对照样品和疾病血清样品分别经胰酶

酶解后再用 SNA 富集唾液酸化糖肽，富集得到的

糖肽再分别用轻 (H3)/ 重 (D3) 同位素进行乙酰化标

记，再将标记后的样品进行混合并在 H2
18O 中进行

PNGase F 去糖链处理，对唾液酸化程度进行定量，

同时收集未被 SNA 凝集素富集的非糖肽经过同样

的标记进行蛋白质水平的定量。通过这样的乙酰化

和
18O 串联标记共鉴定到 45 个唾液酸化糖肽，并发

现前列腺癌病人血清中大多数糖蛋白质的唾液酸化

程度增加，而这些蛋白质本身的量并没有明显改变。

该方法具有诸多优点：首先，利用凝集素富集可以

特异性地研究某一类糖型的糖蛋白如唾液酸化糖蛋

白质；第二，在 H2
18O 中进行 PNGase F 去糖链酶

切可以在糖基化位点处多引入一个
18O 原子，有利

于糖基化位点的确认。但该方法中，轻重标记的同

位素峰之间仅有 3 Da 的差异，在定量时可能会有

因同位素峰交盖引起的误差，因此作者在定量时将

重 / 轻同位素比例大于 2 的才认为有明显差异以减

少误差。

Lee 等
[16]

发展了一种不经过选择性富集，直

接用 iTRAQ 标记定量肝癌患者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血浆糖蛋白质组的方法。他们先对

血浆样品进行高丰度蛋白去除和胰酶酶切，将酶解

肽段分别进行 iTRAQ 试剂 (114/116) 标记、混合和

一维反相色谱分离和 MS/MS 质谱鉴定，根据鉴定

到的肽段的 m/z 值和色谱保留时间建立“排除峰列

表 (exclude peak list, EPL)”；然后再将另一份血浆

样品进行胰酶酶切，iTRAQ(114/116) 标记和 PNGase 
F 去糖链酶切，将上述的 EPL 导入到该样品的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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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色谱分离和 MS/MS 分析过程中作为质谱选择

鉴定肽的参数，这样第一次鉴定到的非糖肽将不会

被送入本次的质谱 MS/MS 鉴定，而本次的质谱鉴

定将只针对于被 PNGase F 去糖链的糖肽进行 MS/
MS 分析，最后同样是根据 iTRAQ 报告离子的峰强

来确定糖肽的变化，结果发现 14 个 N- 糖基化肽在

肝癌患者血浆中高表达。该方法最突出的优势在于

和肼腙反应富集、凝集素富集等相比省去了富集步

骤，可以避免因富集导致的样品丢失。

由于缺乏有效去除 O- 糖蛋白质的糖链的糖苷

酶，以上的定量方法均针对于 N- 糖蛋白质定量。

对于 O- 糖蛋白质定量，Vosseller 等 [17]
利用 β- 消

除 -Michael 加成 (β-elimination followed by Michael 
addition with dithiothreitol, BEMAD) 结合 cICAT 同

位素标记进行定量。首先对糖蛋白质的酶解肽段进

行 β 消除，再对两组样品分别用轻 (H6)/ 重 (D6) 同
位素标记的二硫苏糖醇 (Dithiothreitol, DTT) 进行

Michael 加成反应，这样，丝氨酸或者苏氨酸上的 O-
糖修饰位点处将分别引入轻 / 重同位素标记的

DTT，通过比较轻重同位素不同的 DTT 的标记肽

段即可对 O- 糖蛋白质的糖基化程度进行定量，通

过 cICAT 标记的非糖肽则可以对糖蛋白质进行定

量。Khidekel 等 [18]
发展的化学酶促标记和同位素

标记定量方法 (quantitative isotopic and chemoenzymatic 
tagging, QUIC-Tag) 则是先将 O-GlcNAc 糖基化蛋白

质 通 过 化 学 酶 促 标 记 上 半 乳 糖 酮 - 生 物 素

(Ketogalactose-Biotin) 标签，利用 avidin 柱对含生

物素标签的糖蛋白质进行富集，然后再将富集到的

糖蛋白质进行酶解和对酶解肽段用轻 (H3)/ 重 (D3)
同位素进行双甲基化标记，最后通过比较轻重同位

素的比例即可对两组样品的糖基化程度进行定量。

引入的半乳糖酮 - 生物素标签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对

糖蛋白质进行富集，另一方面，该标签将在串联质

谱中产生特征离子 515.3 Da 和 718.4 Da，可以用于

糖肽的确认。他们采用该方法首次证实了O-GlcNAc
糖基化在活体大脑中由兴奋性刺激进行动态调节。

1.1.2　酶促同位素标记定量

除了上述的化学标记之外，还可以通过酶促

标记在肽段 C 末端引入同位素标签。2002 年，

Reynolds 等 [19]
首次提出了两步酶解双标记的方法

用于糖蛋白质的定量。他们首先将两组样品分别在

H2
16O 和 H2

18O 中采用 Glu-C 对蛋白质进行酶解，

酶解得到的肽段 C 末端将引入两个同位素差异的 O

原子 ( 产生 4 Da 的相对分子质量差异 )，接下来再

用 PNGase F 对两组样品分别在 H2
16O 和 H2

18O 中进

行去糖链酶切又引入一个同位素差异 O 原子 ( 再产

生 2 Da 的质量差异 )。两步酶切后对于具有一个糖

基化位点的糖肽而言，采用在 H2
18O 和在 H2

16O 中

酶切得到的肽之间将产生 6 Da 的相对分子质量差

异，这样一对同位素峰的强度的变化即反应了糖基

化程度的变化。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一方面 6 Da
的相对分子质量差异可以避免同位素峰的重叠效

应，定量更为准确；另一方面在去糖链时引入
18O

标记使得糖基化位点的确认更为可靠。 但这一方法

并不适合于大规模的糖蛋白质组学研究。首先，糖

蛋白通常处于极低的丰度，需要经过富集才能得到

更高灵敏度的鉴定和更可靠的定量结果，上述方法

没有和富集方法结合难以达到实际样品分析所需要

的灵敏度要求；第二，所采用的酶 Glu C 相对于

Trypsin 而言，酶切效率相对较低且价格较昂贵，不

适合于常规的蛋白质组分析。我们课题组最近发展

了亲水富集糖肽结合串联
18O 同位素标记用于 N-

糖蛋白组定量的方法 (TOSIL)，并将其成功应用于

人卵巢癌病人血清的糖蛋白质组定量研究，找到了

86 个具有定量信息的 N- 糖基化位点，其中，56 个

糖肽的糖基化程度发生了显著改变
[20]
。如图 1所示，

在该方法中，我们首先分别在 H2
16O 和 H2

18O 中采

用胰蛋白酶对蛋白质进行酶解；接下来，对酶解得

到的肽段采用亲水法进行富集，选择性的富集到糖

肽；然后，再用 PNGase F 在 H2
16O 和 H2

18O 中对得

到的糖肽进行去糖链酶切。两步酶切后，对于具有

一个糖基化位点的糖肽而言，采用在 H2
18O 和在

H2
16O 中酶切得到的肽之间将产生 6 Da 的相对分子

质量差异；最后，根据是否产生 6 Da 的差异即可

确认糖基化位点，根据糖肽同位素峰强度的差异即

可对其糖基化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根据非糖肽同位

素峰强度的差异对糖蛋白进行定量分析。这样的糖

蛋白定量方法，具有诸多的优点：(1) 高达 6 Da 的

相对分子质量差异可以避免同位素峰的交盖，使得

定量更准确；(2) 对糖肽采取选择性的富集，有效

地提高了鉴定的灵敏度；(3) 对于糖蛋白而言，既

可以根据其糖肽进行糖基化程度的定量，又可以根

据非糖肽进行蛋白质水平的定量，并且可以对两者

定量的数据进行整合，对于寻找疾病相关的生物标

志物及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的阐述具有重要意义。

Shakey 等
[21]

采用了类似的标记方法并结合了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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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为酰肼基团的磁珠通过肼腙反应富集糖肽，对糖

蛋白质组进行定量。针对其中的关键技术如糖的氧

化、肼腙反应条件以及酶解条件等进行了优化，并

用 15 个标准糖蛋白质以不同浓度掺入小鼠血清中

对该方法的准确度、重现性和定量的线性范围进行

了评价，最终用建立的方法从 20 µL 未经高丰度蛋白

去除的小鼠血清样品中定量到 224 条 N- 糖肽对应

于 130 个糖蛋白质。酶促同位素标记的共同优点在

于：首先，
18O 酶促标记过程具有高度专一性，无

标记副产物产生；第二，标记反应条件温和，标记

前后肽段的理化性质不发生改变；第三，蛋白质的

胰蛋白酶切位点丰度适中，在现有质谱的质量分析

范围对所有蛋白都有合适的酶解肽段，因此
18O 标

记对蛋白质是全域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胰酶酶促
18O 标记方法是一个快速的动态可逆反应，常常会

发生标记不完全和标记肽段发生回标的情况，有效

地促进标记效率和回标抑制这两个环节是实验成功

的关键
[22]
。另外由于没有适合 O- 糖蛋白质去糖链

的酶，这种酶促同位素标记尚未被用于 O- 糖蛋白

质定量。

1.2　非标记相对定量 
非标记定量方法同样可以用于糖蛋白质组的

定量。如 Mann 等
[23]

发展了一种串联凝集素富集

结合非标记的方法用于糖蛋白质的定量。先将血清

中的蛋白质经过网孢盘菌凝集素 (Aleuria aurantia 
lectin, AAL) 和莲花豆凝集 (Lotus tetragonolobus 
agglutinin, LTA) 选择性富集其中含岩藻糖的糖蛋白

质，将富集到的糖蛋白质进行胰蛋白酶酶解和

Bottom-up LC-MS/MS 质谱鉴定，最后再根据鉴定

到的肽段所对应的提取离子色谱图中的峰面积对食

道腺癌患者、高度不良增生患者和对照组人血清样

品中的糖蛋白质进行定量。共鉴定到 136 个可能含

岩藻糖的糖蛋白质，并发现 Fetuin-B、EMILIN-2
等糖蛋白质在食道腺癌患者血清样本中高表达。该

方法具有非标记定量方法的共同优点，如：对样本

的操作步骤最少，从而使其最接近原始状态；不需

要昂贵的同位素标签，实验耗费低。但同时也存在

非标记定量方法的固有缺点，如肽段离子化的效率

会影响肽段的检测丰度，这一缺点在糖蛋白质的定

量分析中显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对较低丰度的糖肽

难以检测分析。此外，在这种非标记定量方法中被

检测到的大多是非糖基化肽，即糖蛋白质的定量是

通过非糖肽来实现的，因此只从蛋白质水平上反映

了糖蛋白质量的变化，未能反应糖基化程度的变化，

也未对鉴定到的糖蛋白的糖基化位点进行更进一步

的确认和分析。Goo 等
[24]

用类似的非标记定量方

法比较了人正常前列腺细胞和人膀胱基质细胞的糖

蛋白质组，先对细胞中的糖蛋白质用肼腙反应富集，

PNGase F 酶处理脱去糖链后进行 LC-MS/MS 分析，

根据肽离子流峰面积 (peptide ion current area, PICA) 
对蛋白质进行定量。结果分别从正常前列腺细胞和

膀胱基质细胞中鉴定到 116 和 84 个糖基化蛋白质，

其中组织蛋白酶 Cathepsin L 等在膀胱基质细胞中

上调。这类现有的非标记定量方法的主要缺点均在

于难以对糖基化程度进行定量以及没有对糖基化位

点进行更准确的确认。

2　目标糖蛋白质绝对定量

 近年来，目标蛋白质的绝对定量成为定量蛋

白质组学新的热点之一，而糖蛋白质绝对定量方面

的研究报道还不多见。Ahn 等
[25]

最近发展了糖蛋

白质特异性富集结合 MRM 技术对肠癌病人血清

图1  TOSIL法糖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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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糖蛋白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 1, TIMP 1) 进行了绝对

定量。他们首先去除血清中的高丰度蛋白质，然后

用植物血球凝集素 (phytohemagglutinin-L4, L-PHA)
对糖蛋白质进行富集，随后进行胰酶酶解，得到混

合肽段。同时，在 TIMP 1 中选取两条胰酶酶切肽

段，将这两条肽作为抗原设计其抗体，用以对它们

进行富集，由于根据其中一条肽设计的抗肽段抗体

(anti-peptide antibody) 并未对这条肽表现出很好的

识别，因此，后续的 MRM 实验只选取了另一条肽

进行。即首先按照所选的肽序列合成一对轻重同位

素标记的肽作为 MRM 的目标离子，通过标准样品

实验分别得到以这两条肽为母离子的 3 对母子离子

对用于 MRM 定量。最后通过将重同位素标记的这

条肽掺入到肠癌患者血清中并结合上述的 L-PHA
凝集素富集和抗体肽富集技术，定量到其中的

TIMP 1 的含量为 0.8 ng/mL。利用凝集素富集和抗

肽段抗体富集技术，一方面大大简化了样品的复杂

度，提高了目标糖蛋白质的鉴定效率和定量准确度；

另一方面，这样的定量是基于该糖蛋白质的能够被

高选择性、高效率富集的前提，而事实上可能会由

于富集效率低而导致糖蛋白质没有被有效富集从而

影响定量结果的真实性。并且，这样绝对的定量技

术仅是对糖蛋白质本身的量进行了分析，并未对其

糖基化程度等进行考察。

3　糖链定量

糖蛋白质定量研究中，还需要对糖链进行定量

分析，但一般而言糖链的定量大多作为糖组学的研

究范畴进行研究，因此在本文中不作过多阐述。基

于质谱的糖链定量分析可以通过体外途径也可以通

过体内途径对糖链进行稳定同位素标记来实现。体

外标记的方法主要有 H/D 甲基化标记
[26-27]

、
12C/13C

还原胺化标记
[28]
、H/D β- 消除还原标记

[29]
，以及

通过糖的还原端与胺氧基反应引入含 H/D 同位素的

基团作为标签标记
[30]

等。最近的报道中Orlando等 [31]

发展了一种体内同位素代谢标记方法即谷氨酸盐

同位素标记糖氨基 (isotopic detection of aminosugars 
with glutamine, IDAWG) 对糖链进行定量。由于谷

氨酰胺 (Gln) 侧链氨基部分是 GlcNAc、GalNAc 和

唾液酸生物合成过程的唯一氮源，培养基中加入重

同位素标记的 amide-15N-Gln 即可在代谢过程中将

细胞内的氨基糖用
15N 进行标记。通过比较分别来

自轻重谷氨酰胺培养的两株细胞糖蛋白质的糖链的

一对质谱同位素峰信号强度即可对糖链进行定量。

4　结语和展望

糖蛋白质组的定量研究已经受到强烈的关注，

各种技术也相应地迅速发展起来，但由于糖蛋白质

组学自身的一些特点，现有的技术还不能很好地满

足研究的需要。首先，要发展高效率、高选择性、

高回收率的糖蛋白质 / 糖肽分离富集方法，这是糖

蛋白质得以准确鉴定和定量的前提；第二，对于稳

定同位素标记定量技术而言，要发展高效率的同位

素标记方法、通过固定化酶技术等减少酶促同位素

标记中可能产生的回标，提高同位素标记的稳定性

和标记效率；第三，对于非标记定量技术而言，需

要发展高重现性、高稳定性的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

以确保定量的准确性；第四，所发展定量方法要能

与大规模的糖蛋白质组分析兼容，构建自动化高通

量技术平台也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最后，还

需要研究更有效的计算机软件和生物信息学方法进

行辅助定量。相信随着蛋白质组学研究和生物质谱

技术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糖蛋白质组定量技术必将

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进一步探索糖蛋白质用于

发现新的疾病诊断标志物及治疗靶标提供有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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