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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晓亚，许智宏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 200032)

任何形式的生命都离不开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

质和能量的交换。生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慢慢演

化。对我们人类来说，生命活动的维持依赖于每天

的饮食。经过长期的研究，我们基本明确了有 100
多种营养素参与人体的生理生化过程，其中 40 余

种是人体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称为必需营养素。这

些必需营养素分为 7 大类，即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水。这也是

指导我们日常生活健康饮食的重要依据，尽管营养

需求因人因时而异。

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植物性食物包括主食、

蔬菜和水果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毫无疑问植物含

有的代谢产物与我国居民的健康息息相关。除了蛋

白质、脂肪与淀粉等大量营养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

物质，植物中还有许多与健康密切相关的代谢产物，

如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和酚类化合物等，它们虽然

不是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但发挥着抗氧化、预

防疾病发生以及促进人体健康的作用。随着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我国慢性疾病发生率

不断上升，植物功能性化合物越来越受到重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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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物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也不能忽视植物中存在

一些对健康和营养吸收不利的化合物，即所谓抗营

养因子，例如重金属、醇溶蛋白、棉酚和非淀粉多

糖等。随着人们对食物营养品质与安全性的要求不

断提高，这些抗营养因子必须从食物的源头除去，

保障食物安全。

据推算每种植物能产生 5 000~25 000 种化合

物，其中绝大部分 (>70%) 的分子结构尚不清楚。

我们将整个植株、组织器官或者细胞中的代谢产物

总和称之为代谢组。代谢组通常被认为是细胞活动

的结果，但很多代谢产物也可能是调控各种生命活

动的重要分子。代谢组学需要对尽可能多的乃至所

有代谢产物进行高通量定性和定量分析，进而在全

局水平上解析代谢网络与调控，这既是巨大的挑战，

也是发展的方向。

本专刊从植物基因组与代谢组、生物强化与活

性物质、膳食结构与营养健康以及药食同源这四个

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提出了今后的发展

趋势。目的是为了加快我国植物代谢组学研究，充

分认识植物代谢调控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植物性

营养素和功能性成分在保障我国居民营养与健康、

预防慢性疾病发生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多学科交叉

研究，为未来定向改良作物营养品质和人类营养健

康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