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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自噬与肝病

席兴字*

( 新乡学院 教育科学系，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细胞自噬是真核细胞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在清除细胞内蛋白质聚集
体、维持细胞内稳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研究表明，细胞自噬与各种肝病的病理发生密切相关，本文简
要综述该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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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phagy and Liver Diseases
Xi Xingzi*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s，Xinxiang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3，China)

Abstract: Autophagy is a self-protection mechanism evolved in eukaryotic cell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earance of protein aggregates and maintenance of cellular homeostasis． Recent studies showed that autophagy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 variety of liver dise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studies on the autophagy and liver disea-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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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细胞自噬是真核细胞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

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是真核细胞在持久饥饿状

态下将自身长寿命的蛋白质及细胞器通过溶酶体

途径分解从而获取能量的一种方式． 细胞自噬还能

清除细胞内蛋白质聚集体、受损的细胞器，维持细

胞内环境稳态． 近年来研究表明细胞自噬与多种疾

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本文简要介绍细胞自噬在肝

病中的作用．

1 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

细胞自噬是通过双层膜结构将细胞质中可溶

性蛋白和细胞器包裹形成自噬泡，并由自噬泡将其

携带到溶酶体中降解加工，这是细胞内一种分解代

谢途径． 目前研究表明，有 30 多个细胞自噬相关基

因( Atg 基因) 编码的蛋白质参与自噬体形成的 3
个阶段［1-2］: 膜泡的成核反应、膜泡的延伸、膜泡成

熟与溶酶体融合． 肌醇三磷酸激酶( PI-3K) 与 Bec-

lin1( Atg6 的同源物) 结合形成复合体，启动膜泡的

成核反应． Atg5-Atg12-Atg16 复合物、LC3 ( Atg8 的

同源物) -PE 复合物参与膜泡的延伸和成熟等过

程．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 激酶是细胞自噬主要负调控因

子［3］，它通过磷酸化作用抑制 Atg1 和 Atg13，抑制

细胞自噬的发生．

2 细胞自噬与病毒性肝炎

肝脏是人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承担着很多

重要功能． 然而，肝脏很容易受到各种病毒感染，这

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 细胞自噬能够启动天

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是清除病原体的一种重要方

式． 然而，肝炎病毒却利用自噬进行复制，是逃避免

疫监视的一种方式． 研究表明，在 HCV 感染的肝细

胞中出现自噬泡堆积现象，说明 HCV 病毒阻止自

噬泡与溶酶体融合，从而避免病毒被溶酶体降解．
另有研究表明，HCV RNA 的早期翻译和胞内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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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自噬蛋白的协助［4］． HCV 病毒入侵细胞后激

活 PKR 激酶，PKR 诱导细胞自噬对 HCV RNA 的

早期翻译是有利的． 无论是体内还是体外研究均表

明 HBV 病毒蛋白 HBx 能诱导细胞自噬发生［5］．
HBx 能与 PI-3K 相互作用，并上调 Beclin1 的表达．
PI-3K 和 Beclin1 结合形成的复合体是细胞自噬的

正调控因子． 细胞自噬提高 HBV 病毒的复制是在

病毒 DNA 复制阶段，这一点与 HCV 略有不同． 总

之，HCV 病毒和 HBV 病毒能巧妙地逆转细胞自噬

机制，利用自噬机制获得在细胞内生存和复制的机

会．

3 细胞自噬与急性肝损伤

伴刀豆球蛋白 A 和脂多糖 /D-半乳糖胺是常

用的诱导动物急性肝损伤的药物，在这两种药物诱

导的动物模型中均观察到细胞自噬增加现象． 但

是，伴刀豆球蛋白 A 诱导的是肝实质细胞和肝内

皮细胞的自噬性细胞死亡; 而在脂多糖 /D-半乳糖

胺急性肝损伤模型中，细胞自噬对肝细胞具有保护

作用． 研究发现，脂多糖 /D-半乳糖胺能够提高野生

型小鼠肝细胞中细胞自噬作用，而在孕烷受体缺陷

的转基因小鼠中细胞自噬水平降低很快，且出现严

重的肝损伤现象［6］． 但是，上述资料并不能用于阐

释细胞自噬在人急性肝损伤中的作用，因为细胞自

噬的增加仅在神经性厌食导致的肝功能不全患者

中出现［7］，在这种病症中细胞自噬似乎具有双重

作用． 在这种病症初期，患者体重下降伴有肝功能

轻微异常，细胞自噬可能起到为细胞生存提供营养

作用． 然而，当患者营养不良达到一定程度，肝功能

严重受损、血浆谷丙转氨酶异常升高时，肝细胞中

出现无数自噬泡，则有些肝细胞表现出典型性自噬

性细胞死亡特征． 研究显示氨基酸匮乏的程度不仅

决定自噬泡的数量，而且与自噬泡中内容物有关．
饥饿初期自噬泡中含有糖原和光面内质网，而后含

有线粒体、糙面内质网和自由核糖体等． 在神经性

厌食情况下，细胞自噬发展到第二阶段则危及细胞

生存． 总之，这些资料说明在急性肝损伤过程中细

胞自噬是为了细胞生存而进行的抗逆性斗争，而自

噬性细胞死亡则是细胞抗逆性失败的最后结果．

4 细胞自噬和 α1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正常人血浆中含有一种抑制蛋白酶活性的重

要物质 α1 抗胰蛋白酶( α1-antitrypsin，α1-AT) ，它

能抑制血浆中大约 90% 的胰蛋白酶、血纤维蛋白

溶酶、激肽释放酶、胶原酶、凝血酶和弹性蛋白酶等

的活性． 该物质缺乏与慢性支气管炎、肺炎和肺气

肿的发生有关． α1-AT 是在肝脏糙面内质网合成的

一种糖蛋白，转运到高尔基体，然后分泌到体液中．
α1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是一种遗传病，是由于 α1-
AT Z 基因纯合子突变导致． Z 基因突变导致新合

成的 α1-AT 不能折叠成正确的空间构象，突变蛋

白在内质网中形成聚集体，影响肝细胞的功能． 研

究发现 α1-AT 多聚体的清除依赖细胞自噬途径．
在 Atg5 基因敲除的细胞系中 α1-AT 多聚体的降解

受阻，细胞包涵体中含有大量 α1-AT 多聚体［8-9］．
α1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导致肝脏受损的病理机制仍

不完全清楚，含有不溶性 α1-AT 多聚体的肝细胞

出现细胞凋亡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令人感兴趣的

是，抗癫痫药物卡马西平( Carbamazepin) 能够提高

细胞自噬作用，减少肝细胞中 α1-AT 多聚体，降低

肝纤维化的发生［10］． 这项研究在 α1-AT 缺乏症关

联的肝病小鼠模型中取得进展［10］，并有希望进入

临床实验．

5 细胞自噬与脂肪肝

细胞自噬对肝细胞脂质代谢具有一定的调节

作用［11］． 细胞内脂类的分解除通过脂酶作用外，还

可通行双层膜包裹转运到溶酶体分解，这种途径称

为“脂噬作用”( macrolipophagy) ． 尽管与脂肪细胞

相比肝细胞中脂酶水平较低，但由于脂噬作用的存

在，肝细胞仍可处理大量的脂滴． 脂噬作用的效率

与营养状态有关． 受短期脂类物质的摄入的影响，

细胞自噬水平升高以降解存储脂用于 β-氧化等．
研究表明，Atg7 基因敲除的小鼠肝细胞中脂类堆

积显著增加，脂噬作用降低导致出现脂肪肝、个体

肥胖等症状［12］． 细胞自噬降低还影响到细胞其他

功能，比如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堆积引起的内质网应

激反应． 在肥胖症中，营养和能量过剩会损伤内质

网功能，伴随细胞自噬能力下降进一步导致内质网

应激加剧，影响肝细胞的解毒功能［13］． 此外，肥胖

还能导致细胞自噬抑制剂 mTOR 过度激活，细胞

自噬水平的降低进一步加剧了脂肪肝的形成［14］．
可见，保持肝细胞中适当的自噬水平，这对于降低

肝细胞中脂滴的堆积，避免脂肪肝的形成有重要意

义．

6 细胞自噬与肝癌

癌症的发生可能与细胞自噬功能缺陷有关，约

40% ～75%乳腺癌、卵巢癌和前列腺癌中存在 Atg
基因 Beclin1 单等位基因缺失现象［15-16］． 在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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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肝癌中，细胞自噬可能起到肿瘤抑制因子作用．
研究发现 Beclin1 基因缺失的异合子小鼠患肝细胞

性肝癌的几率很高［17］． 与正常肝细胞系相比，在肝

癌细胞系中一些细胞自噬基因如 Atg5、Atg7 和 Be-
clin1 等表 达 下 降． 同 一 病 人 肝 癌 组 织 中 Beclin1
mRNA 和蛋白质水平显著低于癌旁组织［15-16］． 肝

癌中细胞自噬功能降低的原因尚不清楚，研究表明

肝癌中 HAb18G /CD147( 一种跨膜糖蛋白) 高表达

可能与之有关，它可能通过激活 Akt 信号传导通路

抑制细胞自噬途径［18］． 目前，采用药物提高细胞自

噬对癌症患者进行治疗已经取得一些疗效． 采用细

胞自噬激活剂雷帕霉素对肝脏移植后病人( 肝细

胞性肝癌患者) 进行治疗，其存活率明显高于非肝

细胞系肝癌患者［19-20］． 目前认为细胞自噬在肝癌

中可能具有以下作用: ( 一) 维持染色体稳定性，阻

止癌基因突变的积累; ( 二) 降低氧化性损伤，氧化

性损伤是激活癌基因的重要诱导因素; ( 三) 减少

肿瘤组织内部的坏死和局部炎症．

7 总结

细胞自噬在各种肝病中表现出多面性，总体来

讲在诸如清除肝细胞中脂肪滴、聚集的 α1-AT 等

方面起到维持细胞生存的作用． 然而，肝炎病毒却

利用细胞自噬获得在细胞内生存的机会． 因此，深

入研究细胞自噬的机制、细胞自噬与各种肝病之间

的关系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肝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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