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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肝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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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属于最为常见的一种慢性肝病。现如今，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及发病率呈

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发病年龄也在不断低龄化，慢性肝脏疾病已然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肝脏炎症的坏死程度以及纤维化程

度和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预后效果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尽早诊断及早期监测疾病进展变化、尽早接受治疗，对于非酒

精性脂肪肝患者的病情进展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及意义。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临床诊断方法较多，随着临床医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及进步，生物标志物在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显现出来。本文将探讨分析非酒精性脂肪肝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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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liver disease. Nowadays, the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rat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re on the rise, and the age of onset is also getting younger. Chronic liver diseas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 degree of necrosis and fibrosis of liver inflamm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herefore, early diagnosis, early monitoring of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early treatmen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trol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here are many 
clinical diagnostic methods f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linical medical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biomarkers in diagnosis has emerged.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biomarker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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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肝指的是除酒精因素外其他明确的肝损

伤因素导致的，主要以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特征的临

床病理综合征[1]。非酒精性脂肪肝是和胰岛素抵抗以及遗

传易感性密切相关的获得性代谢应激性肝损伤，并且非酒

精性脂肪肝包括单纯性脂肪肝（SFL）、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炎（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现如今，随着肥胖以及

相关代谢综合征的影响，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及患

病率持续升高。由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可以直接导致引起

失代偿期肝硬化、肝细胞癌，还可以对其他慢性肝病的进

展造成影响，并且能够参与2型糖尿病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

发病[2]。因此，针对非酒精性脂肪肝需要早期诊断，尽早

接受有效治疗，控制疾病持续进展。

1 1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诊断方法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诊断方法

1.11.1非酒精性脂肪肝血清学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血清学诊断

血清学检查主要是用于对肝脂肪变化进展、纤维化严

重程度以及是否有炎症等进行判断，其具有操作简便、检

验标本易得、临床易实行以及可动态化监测等优势。血清

学指标检验可对肝脂肪病变进行评分以及分期，并且根据

患者的分期实施针对性治疗。而血清学指标检验中包括促

炎因子、血脂指标、脂肪肝指数等多方面的评估指标，可

通过相应的指标反应出患者的肝脂肪情况，对患者的非酒

精性脂肪肝病情进展进行诊断，并且能够指导患者的后期

治疗。（1）炎性指标：现如今，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病

机制暂未明确，但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的平衡关系失衡，

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病有着一定的联系。由于大量的

炎症因子可促进超敏C反应蛋白、IL-6、IL-8等炎性因子大

量的释放，以此导致炎症细胞浸润，从而造成肝细胞炎性

反应及坏死，甚至可导致肝细胞凋亡。且炎性TNF-α作为

促进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症的主要因素，其属于肝细胞毒性

因子，具有诱导及活化多种细胞因子的趋化因子的释放，

并参与胰岛素抵抗，对脂联蛋白产生抑制作用，促进加重

脂肪变性，诱导肝细胞凋亡。通过对促炎标志物进行检测

分析，可以对患者的是否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进行评估。

1.21.2非酒精性脂肪肝人体成分评估非酒精性脂肪肝人体成分评估

肥胖是已经被证实的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重要危险

因素[3]。由于人体中的脂肪累积越多，则引发脂肪肝的风

险提升。因此可通过对患者的脂肪含量进行测定，以此辅

助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为病情诊断提供有效依据。BMI
通过将肥胖分为四个等级（体质量过低、正常、超重、肥

胖），以此反应患者的肥胖程度，此方法具有操作便捷、

经济且患者接受度较高的优势。通过对患者实施人体成分

测量，对患者的肝脂肪变程度进行评估，可通过患者的检

测数值提高重视度，进一步做有关检查，对患者的病情进

行确诊。

1.31.3非酒精性脂肪肝影像学检查非酒精性脂肪肝影像学检查

影像学检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诊断中的非侵入性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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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检查手段，其在临床非酒精性脂肪肝筛查以及诊断中被

广泛应用。并且影像学检查具有无创伤性、操作简单以及

可以广泛应用的优势，是临床中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常

用方法。（1）常规普通超声：超声是临床中早期诊断非酒

精性脂肪肝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方法，其为非酒精性脂肪肝

的诊断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通过根据患者的超声显影

结果对患者的肝纤维化程度以及肝脂肪变程度进行诊断。

（2）CT与核磁共振检查：CT可用作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

早期诊断及疗效评估中，通常会根据患者的肝脾CT值对

患者的肝脂肪纤维化程度进行诊断及评估，为患者的疾病

诊断及后续治疗提供有效依据。核磁共振主要是通过对活

体组织细胞代谢以及生理生化变化改变进行检测，以此计

算肝细胞脂肪含量。超声及核磁共振虽然能够对非酒精性

脂肪肝的筛查、诊断及疾病分期提供有效依据，但是针对

炎症及肝细胞坏死程度的检测有局限性，属于无创检测手

段。

1.41.4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肝活检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肝活检

肝穿刺活检是临床中用于区分非酒精性脂肪肝与非酒

精性脂肪肝炎的有效方法[4]。由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炎和非

酒精性脂肪肝疾病相似，随着患者的病情不断进展而表现

出不同，包括肝细胞的脂肪变性、坏死以及炎性细胞浸润

等，甚至有纤维化以及假小叶形成。肝活检指的是根据负

压吸引的原理，通过快速穿刺方法，从患者的肝脏内抽取

少量的肝组织，通过显微镜下观察其组织形态的改变，结

合有关临床资料，对给患者的和疾病做出相应的诊断。肝

活检能够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诊断、疾病分期、预后以及

治疗等提供有效依据，但是由于肝活检的费用较高，且具

有一定的风险性，加上样本取样量较少，无法代表肝脏的

全部病变情，其诊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肝活检是目

前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金标准，其仍然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

2 2 非酒精性脂肪肝生物标志物非酒精性脂肪肝生物标志物

随着临床中的生物标志物诊断技术的不断研究发展，

生物标志物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诊断中显现出重要价值
[5]。在无创诊断标志物中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非

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辨别诊断，由于非酒

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预后差异较大，通过对

患者的病情状况进行准确的鉴别，才能够更好的给予患者

针对性的治疗干预。其二是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肝纤

维化程度诊断，通过确定患者的肝纤维化程度，才能够更

好的给予患者针对性治疗，促进提高患者预后。

2.12.1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基因标志物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基因标志物

由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机制暂不清楚，但是其发

病过程属于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过程，并且与多方面因素

有关，包括肥胖、遗传等多种因素。而生物标志物检查则

可以通过应用相应的基因组学技术对患者的致病经进行探

索，有利于揭示患者的疾病遗传背景情况，并且对患者提

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2.22.2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蛋白质标志物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蛋白质标志物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诊断中，层粘连蛋白（LN）、

Ⅲ型前胶原（PCI）和IV型胶原蛋白（IV-C）和甲胎蛋白

（AFP）等多种血清蛋白都能够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蛋白

质生物学标志物诊断提供有效依据。蛋白质组学主要是通

过将人体全部蛋白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相应的蛋白

质的组成以及变化管理，以此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进行

了解研究。并且还可以通过相应的蛋白质组学技术对其他

潜在的生物标志物进行探索。层粘连蛋白也被称为板层

素，其分子量为805kD，主要是由一个400kD的α链和两条

200kD左右的β链组成。层粘连蛋白是构成细胞间质的一

种非胶原糖，在肝脏内主要是由内皮细胞以及贮脂细胞共

同合成，并且与胶原一起构成基底膜的成分。层粘连蛋白

的主要生物功能是细胞黏着于基质的介质，与多种基底膜

成分进行相互结合，从而起到调节细胞生长及分化的作

用。Ⅲ型前胶原经肽酶剪切成前胶原肽，游离入血，通过

测定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血中Ⅲ型前胶原肽，能够有效

反映出患者的肝细胞胶原合成量。因此，通过检测肝脏损

害患者血液中的Ⅲ型前胶原浓度的，可有效反应患者的肝

损伤情况。Ⅳ型胶原作为肝基底膜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是

在肝脏受到损伤后，Ⅳ型胶原合成量会出现增多；Ⅳ型胶

原可存在于肝门静脉血管区，中央静脉周围，沿着窦状隙

分布，并且主要分布在肝血管、淋巴管、神经和胆管的基

底膜中。Ⅳ型胶原与肝纤维化以及肝脏炎症坏有着密切关

联，同时也是促进纤维形成的活动指标。Ⅳ型胶原是目前

临床中用于检测肝硬化的有效指标资源，而血清Ⅳ型胶原

浓度基本可对对患者的肝纤维化严重程度进行反应。甲胎

蛋白属于一种蛋白，主要是由胎儿肝细胞及卵黄囊合成。

由于甲胎蛋白在胎儿血液循环中可有着较高的浓度，出生

后的2-3个月的甲胎蛋白基本上会被白蛋白所取代，因此成

年人血液中的甲胎蛋白含量极低。同时由于甲胎蛋白与肝

癌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联性。通过对有关蛋白质指标进

行测定，可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鉴别诊断、肝纤维化程度

以及分期等提供有效依据，促进为患者的治疗提供有效依

据。

2.32.3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代谢标志物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代谢标志物

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一种与代谢综合征有关的脂肪性肝

病，由于肝脏属于机体中代谢活跃度较高的脏器，而非酒

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肝脏组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导致其

机体内的代谢情况也会出现异常表现。代谢标志物主要是

通过对患者机体中的代谢物进行定量分析，以此为患者提

供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2.42.4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糖化标志物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糖化标志物

在对蛋白质结构以功能等进行改变的过程中，糖基化

修饰是对蛋白质分泌的常见修饰形式。血清当中的大部分

N-糖蛋白都是由肝脏以及B淋巴细胞合成的，因此N-糖蛋

白质可以对肝脏功能以及B淋巴细胞功能进行反应。糖蛋白

的主要作用是决定糖代谢的方向、免疫功能以及在寡糖链

中产生的重要作用。糖代谢的去向，不同细胞表面的细胞

膜上的糖蛋白决定了细胞的去向。例如红细胞、唾液腺细

胞。免疫作用，当外界物质（抗原）进入细胞时，细胞膜

上的糖蛋白（抗体）会气道抗原识别的作用，及时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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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外来物质，并且产生相应抗原抗体的免疫反应。并且

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形成细胞的糖衣,其能够在组织的生长发

育以及组织分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3 3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生物标志物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生物标志物诊断

肝穿刺活检作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有效诊断方法，虽

然其具有较高的诊断作用价值，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创

伤性；现如今，临床中对于无创诊断的关注度提高，需要

根据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疾病特征，在保证诊断准确性的同

时，寻找一个无创伤性的生物标志物。

由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并且发病

机制涉及到多种激素、细胞以及分子的影响。导致了许多

潜在性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生物标志物的产生，这些生物标

志物可有效反映出潜在的疾病途径，包括肝细胞的凋亡、

炎症、氧化应激以及异常脂肪信号等。目前血清转氨酶水

平是临床中用作于评估慢性肝病较为常用的血液检测参

数，但是需要配合其他指标检测，提高非酒精性脂肪肝的

诊断准确率。透明质酸酶（HA）是一种能够让透明质酸

产生水解作用酶的总称，可以有效降低体内透明质酸的活

性，从而提高组织中液体渗透能力的酶。透明质酸酶主要

由肝脏内皮细胞摄取及分解，其能够正确且灵敏的反应出

肝纤维化的情况，还能够反映出肝细胞的损伤状况。在非

酒精性脂肪肝早期诊断中，应用血液检测指标辅助诊断早

期肝纤维化情况，可有效避免诊断对患者造成损伤，还可

以弥补肝活检对局部穿刺影响，有利于提高诊断效果。加

上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容易发生肝纤维化，但是肝纤维化

的演变过程较为缓慢，通过实现早期诊断，尽早接受相应

的治疗干预，可有利于对该过程起到控制作用。并且肝活

检患者需要住院，在费用方面有一定的劣势，通过血液检

测等检测方法对患者的早期肝纤维化进行诊断，有利于降

低患者的检查费用消耗，为社会亚健康人群提供便利，同

时也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4 4 结语结语

在临床诊断检查中，非侵入性及非创伤性的诊断方法

更为大众所接受，并且也有利于临床普及应用。对于非酒

精性脂肪肝的诊断，生物标志物在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有利于患者的早期诊断，尽早接受有效治疗，改善患者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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