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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主要学科概览

•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经历了从组织到细胞、亚细胞再到分子水平的不断深入过程。DNA双螺旋结构
的发现等里程碑式的发现，标志着生命科学的研究层次迈进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至今，分子生物学已成为生命科学中发
展最快、最前沿的领域之一，核酸和蛋白质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尤其是针对核酸和蛋白质的组学研究是近年来
研究的热门方向。

细胞水平 亚细胞水平组织水平 分子水平

学
科

• 病理学

• 人体组织胚胎学

• 组织工程学

• 细胞生物学

• 微生物学

• 细胞生理学

• 亚细胞生物学

• 膜生物化学

• 细胞物理学

• 基因组学

• 转录组学

• 分子生物学

• 由一群经过分化

的特定细胞组成

的结构，如上皮

组织、肌肉组织、

结缔组织、神经

组织等。

•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

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 除病毒之外的所有

生物体均由细胞构

成。细胞分为真核

细胞与原核细胞。

• 亚细胞水平的研究

主要指细胞器水平。

• 细胞器是细胞质中

具有特定形态结构

和功能的器官，如：

线粒体、核糖体等。

核酸

• 细胞内携带遗传信

息的物质。

• 主要包含DNA、

RNA。

简
介

蛋白质

• 转录、翻译后形成的肽链在

空间上通过折叠、反转、螺

旋等形式形成的具有特定立

体结构和活性的生物大分子。

• 分子免疫学

• 蛋白质组学

• 表观遗传学

来源：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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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概览

来源：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 分子生物学是研究核酸、蛋白质等所有生物大分子的形态、结构特征及其重要性、规律性和互相关系的科学，是人类从分
子水平上真正揭开生物学奥秘，由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转向主动地改造和重组自然界的基础学科。以生物大分子为研究对象
的分子生物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迅速成为现代生物学中最重要的领域和最具有活力的领域之一。

DNA

RNA 蛋白质

分子生物学研究对象

•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
大分子，主要是指：DNA、
RNA和蛋白质。

•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和研究
遵循三条原则（1）构成生物
体各类大分子的有机大分子单
体在不同生物中都是相同的。
（2）生物体内一切有机大分
子的构成都遵循共同的原则。
（3）某一生物体所拥有的核
酸及蛋白质分子决定了它的属
性。

分子生物学研究内容

•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就是生物大分子的
结构及其功能。具体包括大分子结构的测
定、结构运动变化规律、以及结构和功能
的相互关系。

• 结构的分析一方面是利用成像方法（X射
线衍射晶体学、冷冻电镜等），另一方面
利用测序仪或质谱仪对大分子一级结构进
行精准的测定。

组学研究与生
物信息学研究

基因表达调控
研究

重组DNA技术

生物大分子结
构功能研究

• 重组DNA技术是指将DNA片段经过人为的
设计定向连接起来并在特定的受体细胞中
与载体同时复制并表达，产生影响受体细
胞的新的遗传形状。

• 重组DNA技术广泛应用于生物药品生产，
包括抗体药、激素、抗生素、重组蛋白、
以及疫苗等等的研发和制备。除此之外还
广泛应用于新材料、农业、环境保护、军
事研究等其他领域。

• 分子生物学的核心就是研究遗传信息的传
递和控制。基因表达的调控主要发生在转
录水平和翻译水平上。

• 真核生物有细胞核结构，转录和翻译过程
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分隔开，且在转录和翻
译后都有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其基因表
达的调控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水平上，例如
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等等。

• 基因组测定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标志着生物
体的全部遗传密码正式被破解，但是基因
组无法直接阐明基因的功能，更不能预测
蛋白质的功能和活性。于是，蛋白质组学
等新兴的组学领域应运而生。旨在高效、
快速、大规模鉴定基因的产物和功能。

• 与此同时，巨大的遗传信息需要生物信息
学结合计算科学进行生物信息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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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概览

来源：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它作为生物体的必要组成成分和细胞中、细胞间的主要功能分子，蛋白质通过调控其他
生物分子参与细胞活动，执行生理功能。蛋白质参与了细胞生命活动的各个方面，比如参与细胞和生物体结构、催化、调
剂新陈代谢、运输、免疫、细胞分化和凋亡等。

• 蛋白质的合成遵循中心法则，由DNA引导，历经转录、转录后修饰、翻译及翻译后修饰，最终实现基因表达，参与细胞
生命活动。

蛋白质的合成概览——中心法则

转录 翻译

DNA mRNA 蛋白质

以DNA的一条链为模
板，在RNA聚合酶的
催化下，遗传信息由

DNA复制到RNA

又称蛋白质合成，以
mRNA为直接模板，
将遗传信息传递给新

合成的蛋白质

真核细胞

DNA转录发生于细胞核

mRNA翻译发生于细胞
质的核糖体中

脱氧核糖核酸（DNA）
是一种生物大分子，
主要功能是储存遗传
信息，引导生命机能

的运作

信使核糖核酸
（mRNA）中含有从
DNA中复制的遗传信
息，经修饰后送至核

糖体进行翻译

蛋白质翻译后通常需
要翻译后修饰和折叠
才可产生稳定的、具
有特定功能的蛋白质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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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蛋白质组学相关利好政策分析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
长期规划（2012—2030年）》
• 建成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支

撑高通量、高精度、规模化的
蛋白质制取与纯化、结构分析、
功能研究。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 建设治疗性抗体药物、蛋白质

和多肽类药物等蛋白质生物医
药产品的产业化示范工程，以
及加速相关产品产业化。

全面启动人类蛋白质组计划

• 部署建蛋白质组学研究基地，
支撑和推动我国人类蛋白质
组计划的实施和大数据的产
生。

• 构建人类蛋白质组生理和病
理图谱，准确呈现各种病理
状态下蛋白质组的变化，揭
示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理过
程，发现新型诊断标志物、
治疗靶点和创新药物。

《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
• 将精准医学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开发方面
建立国家层面的资助体系。

• 构建精准医疗模式，以个人基
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
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息，
设计治疗方案。

• 加快组学技术与生物信息学技
术在疾病防控、临床诊治和生
物制造、新药开发等领域的应
用。

《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发展》
• 加快促进集成基因组学、蛋白

质组学等国家医学大数据资源。

《“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 推动结合蛋白质组学、基因组

学等实现重大疾病方面的精准
预防、诊断和治疗。

• 建设蛋白质高通量、自动化筛
选体系，蛋白元件资源实物库，
抗体偶联药物一体化研发平台。

《“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
规划》
• 将“精准医学”列为战略新兴

产业。
• 发展蛋白质测序技术、新型质

谱和微流控芯片等技术。
• 推动蛋白质、多肽的高通量成

像监控技术。
• 促进定量蛋白质组鉴定分析以

及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发展，开
发用于疾病防控、临床诊治的
生物靶标和生物标志物。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
意见》
• 加快推动体外诊断与检测试

剂、抗体药物等产业重大工
程和项目落实落地。

《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
方案》
• 持续支持蛋白质机器、合成

生物学等前沿研究重点领域
发展。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20

来源：政府官网、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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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技术产业链分析

来源：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 随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应用的铺开，围绕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产业链也逐渐明晰起来。蛋白质组学技术不仅可以被应用于
基础科学研究，更是在临床转化、诊断和微生物学和植物学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能。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市场的主要
客户包括工业应用客户和科研客户两类，其中工业应用客户包括以研发药物为主要目的的药企和生物科技公司，科研客户
包括以基础研究为主要目的的高校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上游为仪器和试剂供应商，中游为技术服务
提供者，下游为技术服务的用户。

蛋白质组学产业链

上游
质谱仪器，样品
制备试剂及软件

提供者

中游
蛋白质组学技术
服务、检测服务

提供者

下游
蛋白质组学科研
技术服务、检测

消费者

• 上游主要参与蛋白质
组学检测仪器和配套
试剂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 中游主要通过购入上
游的仪器和试剂，为
下游提供蛋白质组学
科研技术或诊断服务

• 下游是蛋白质组学技
术或检测服务的实际
使用者，包括医院、
科研机构、药企等

简介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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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及预测，2016-2025E

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全球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及预测，2016-20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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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十亿 美元

时期 复合年增长率

2016-2020 14.7%

2020-2025E 17.6%

• 蛋白质组学技术不仅可以被应用于基础科学研究，更是在临床转化、诊断和微生物学和植物学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能。蛋白质
组学技术服务市场的主要客户包括工业应用客户和科研客户两类，其中工业应用客户包括以研发药物为主要目的的药企和生物科技
公司，科研客户包括以基础研究为主要目的的高校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目前，工业应用客户的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需求主要体现
为对于临床和临床前样本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的组学水平分析，从而支持药物的研发；而科研客户的需求为对基础研究样本的蛋白质
组学分析，从而揭示疾病机理和生理活动。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市场规模于2016年的17亿美元扩大到2020的30亿美元，其间复合年
增长率为14.7%。这一增速预计在未来保持在相似水平，预计在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6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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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蛋白质组学科研服务市场规模及预测，2016-2025E

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中国蛋白质组学科研服务市场规模及预测，2016-2025E

117.1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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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1 

1,100.4 

1,438.2 

1,822.2 

2,263.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单位：百万人民币

时期 复合年增长率

2016-2020 49.1%

2020-2025E 31.3%

• 作为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市场的组成部分，中国蛋白质组学科研技术服务的主要服务客户类型为高校和研究所在内的科研
机构，并随着科研需求的增加和质谱技术的发展不打断扩大。中国蛋白质组学科研技术服务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1.2亿人
民币规模扩大到2020年的5.8亿人民币规模，其间复合年增长率为49.1%。预计在未来，蛋白质组学科研技术服务市场持
续扩大，以31.3%的复合年增长率在2025年达到22.6亿人民币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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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献检索、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蛋白质组学及相关技术服务市场驱动力

• 传统以来，受限于蛋白质组学工具的局限性，蛋白质组学鉴定及定量的结果有待提高。虽然随着
质谱技术的面世，蛋白质组学的检测实现了高通量化，但精准度还有待提升。随着质谱技术的发
展，4D蛋白质组学得到了开发，在传统 3D技术的三个维度（保留时间，质荷比，离子强度）的
基础上增加了淌的参数，大幅度提高了扫描速度和检测灵敏度和分析的准确度。因此，在蛋白质
组学分析质量提升的情况下，相关服务市场的需求提升。

质谱分析技术不断进展

• 随着人类等生物体全基因组序列的测序的实现和成熟，科学家逐步意识到基因组作为遗传物质的
传递者，在生物的生命活动中处于较为上游的位置；因此仅从基因序列的角度无法完整、系统地
阐明生物体的功能。蛋白质作为生命活动的主要执行者，直接表明了生物体正在发生的事件，是
基因最终真实表达的反应。因此，对于蛋白质组的研究是加深对于生命体认知的必要过程，而对
于蛋白质组研究的需求带动了蛋白质组学及相关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

对于生物深入理解的需
求

• 2006年，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将蛋白质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学
研究计划之一。2012年，科技部将蛋白质研究纳入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十二五”专项规划之
一。2014年，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国人蛋白质组计划”正式启动，以中国重大疾病的防
治需求为牵引，发展蛋白质组研究相关设备及关键技术，力求对于人类蛋白质谱进行全面和准确
的展现。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蛋白质组学及相关技术服务市场得到了充分支持，有望不断扩大。

政策环境支持

• 随着2015年精准医学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级发展战略，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观念逐步被推动
和重视，力求实现疾病的精准分类和诊断。蛋白质组学具有高灵敏度、高通量、高效等特点，有
望精准实现对于药物研发、疾病分型和诊断、临床治疗以及预后分析上，聚焦不同患者群体的治
疗需求，提高治疗效率，促进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对于精准医疗的重视和发展推动了蛋白质组
学及相关技术服务市场的发展。

精准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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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报告摘要，如需要查阅更多数据和内容，请与我们取得联系。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