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人口老化，現在的中年人以及

高齡族群，將要面對，或已經面

對的健康威脅大致上都是退化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失智

症以及心臟衰竭等。這些疾病的特徵是

都有多重危險因子（諸如肥胖、高血壓、

高血脂、致病性遺傳因子等）影響疾病

進展。遺傳因子雖然有關係，但非最重

要，即使有關係也不是單一基因就能解

釋全部。這類疾病須要藉由更系統化的

診斷及治療策略來因應面對，例如心臟

衰竭就不能視之為單一疾病，又例如第

二型糖尿病，也不能視之為單一疾病，

也不宜只以血糖追蹤作為病情進展之依

據。各種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

等，到末期就可能發展為心臟衰竭，然

而在心臟衰竭這個名詞出現的背後，每

個人的故事卻都是錯綜複雜的，因此，

每位心臟衰竭患者都應被視之為特定關

照對象，換言之，慢性疾病的照護更須

有個人化醫療的考量。

雖然針對心臟衰竭的個案管理追

蹤、團隊化照顧是不可或缺的，但要如

何全面性地掌握不同心臟衰竭患者的疾

病進展，並確認個人化治療策略適切且

有效，是現今重要的課題。目前，最受

關注可行之新領域應是代謝體學。為此，

心臟衰竭中心團隊和長庚大學代謝體學

核心實驗室合作，以代謝體學為工具，

不斷開發可運用於此目的之新評估指

標，著眼於能更進一步評估心臟衰竭狀

態。

什麼是代謝體學？在此先做一下介

紹。生命現象依核酸（ＤＮＡ）→蛋白

質→小分子代謝物的層次運作，單一基

因（或有限個基因）變異導致的遺傳型

疾病可在ＤＮＡ序列變異上被驗出，也

可能在有變異的ＤＮＡ序列轉譯成蛋白

質時，於蛋白質之胺基酸序列的變異上

被查出。許多蛋白質扮演生化反應酵素

角色，造出小分子代謝物，這些小分子

代謝物是生命功能的最下游，也受個體

生活型態、飲食等非遺傳型態的因素所

影響，因此全面分析生命體或生物檢體

（如血液、尿液、病理組織）的小分子

代謝物，是唯一可同步呈現遺傳與非遺

傳因子影響個體健康與否的方法，這一

新興技術平台即稱之為代謝體學。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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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衰竭與現代科技
「代謝體學」的結合
◎長庚大學健康老化研究中心代謝體學核心實驗室  蕭明熙教授、鄭美玲副教授

289



目前已有研究發現，代謝體的探討

可在糖尿病發生的十年前就預知什麼人

會是將來發生的高風險群，另外，代謝

體的評估也在一些疾病上，可應用於探

知病人的營養狀態與需求。如果發病前

就已可根據代謝體發現而做食物及生活

調整，也許可預防疾病的發生；即使疾

病已發生，仍可由代謝的異常提供指引

做營養介入的方針，使病人有更優質的

療效，這都是我們相當期待的。雖然這

樣的理念，距離真正能臨床應用的路還

很遠，我們仍期待它在不久的將來，能

實際地幫助心臟衰竭的病人。

代謝體學平台所獲資訊最接近也最能呈現人類功能表現的正常與否

�隨著人口老化，現在的中年人以及高齡族群，

將要面對，或已經面對的健康威脅大致上都是

退化性疾病

基因體學 蛋白體學 代謝體學 表型體學轉錄體學

N
H

NH3
+

COO
-

基因體學是一門

探 討 遺 傳 物 質

(DNA)全序列的

科學。可應用在

醫學、生物技術

、人類演化、生

物多樣性，甚至

法醫學和社會科

學。基因體學為

人類疾病提供新

的診斷與治療方

向。

轉錄體學研究由

基因體產生的全

套而完整的轉錄

物質 (RNA)，廣

為應用在人類疾

病相關之議題，

例如幹細胞和癌

細胞的轉錄物質

譜型能讓研究人

員瞭解細胞分化

和癌變過程，也

能提供治療及診

斷上的資訊。

銜接在基因體學

和轉錄體學之後

，蛋白體學是系

統生物學研究的

下一個階段。蛋

白體學探討個體

或細胞內所有蛋

白質表現上的變

化，所以能提供

蛋白質相關的資

訊供基礎與臨床

上應用。

代謝體學是後基

因體世代的新興

科學。代謝體學

從組織、尿液、

血液、細胞等檢

體，廣泛地分析

出其中所有的低

分子量代謝物。

低分子量代謝物

可視為基因表現

的末端產物，代

謝體學可同步呈

現遺傳與非遺傳

因子影響生物體

的生理與病理狀

況。

連結且綜合運用

前述四大項的資

訊，即形成表型

體學。表型體學

探索生物體功能

端的總表現，反

應複雜的生物系

統受內生因子及

環境的影響下，

生物體功能端的

綜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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