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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免疫系统在酒精性肝损伤中的作用启示 *
李守超 袁 丁 王洪武△

(三峡大学医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酒精性肝病的致病因素是单一，但其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肝脏免疫系统被认为是独特的免疫系统，其作用越

来越引起重视。肝内既有参与外周循环的淋巴细胞，也有长期定居于此的免疫细胞；加上肝脏解剖结构和血液循环的特殊性决定

了肝脏独特的免疫微环境。研究肝脏免疫系统在酒精性肝病发病机制的作用，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酒精性肝病发病机制，为酒精

性肝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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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pathogenesis factor is single, but its pathogenesis complex, still, it is not entirely clear.

Recently,the liver is considered a unique immune system which consist of peripheral circulation lymphcytes and hepatic resident immune
cells.Moreover, liver anatomic structures and blood circulation form the liver uniqu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Study the role of liver
immune system in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pathogenesis, will help to further clarify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pathogenesis and provide new
target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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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 是由于长期大量

饮酒导致的中毒性肝损伤，可表现为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

性肝纤维化和酒精性肝硬化。在西方国家是导致肝硬化的最主

要原因，也是十大常见致死病因之一[1]；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国

内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酒精消

耗量显著增长，由酒精所导致肝损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酒精已成为继病毒性肝炎之后导致肝损害的第二大病因[2]。
关于 ALD 的发病机制目前广为接受的理论是 Day 和 James 等

提出的“二次打击”学说[3]，即酒精是肝细胞功能紊乱，对损伤性

物质敏感度上升，并诱发“再次打击”物质 -- 炎症因子氧化应激

等加重了肝细胞的损伤，导致 ALD 产生。而近年来研究表明，

肝脏作为特殊免疫系统，在 ALD 发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认识

肝脏免疫系统的作用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 ALD 的发病机制。

1 肝脏免疫系统的独特性

肝脏是一个独特的器官，人体最大的代谢和解毒器官，它

含有 600 多种酶进行着 500 多种生化反应，其功能多达 2500
种[4]。但同时肝脏也作为一个免疫器官的观点尚有待接受。其独

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双重血供：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实体

脏器，其拥有双重血供系统。正常肝脏血供 70-75％的来自门脉

系统，门静脉收集胃肠脾胰的血液，其中食物和细菌抗原丰富。
余下 25%的血供来自肝动脉系统[5]。②复杂的免疫微环境：肝脏

的免疫应答之所以复杂，还在于肝血窦不同于毛细血管，其内

皮细胞的不连续连接，相互之间形成无基底膜的窗孔。窗孔大

小受局部微环境药物、细胞因子等因素精细调控[6]。每 100 克肝

组织每分钟接受循环血液是 120ml，在肝血窦流速缓慢，抗原

丰富，血液中免疫细胞都可以与之充分接触，并通过窗孔与肝

实质细胞进行接触，从而进行多样化的相互作用，包括免疫清

除和免疫耐受的发生[7]。③固有的免疫细胞：肝脏血液循环丰

富，不仅含有来自外周的源源不断循环的免疫细胞，还含有在

进入肝脏分化成熟或长期定居的庞大的免疫细胞群，肝脏的自

然杀伤细胞、自然杀伤 T 细胞、树突状细胞、T 淋巴细胞、调节

性 T 细胞、B 淋巴细胞、枯否细胞、星状细胞等等，构成纷繁复

杂的天然和获得性免疫应答网络[8]。当富含抗原的血液进入肝

脏,通过肝窦网络,被抗原提呈细胞和淋巴细胞所获取,随之展

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免疫应答过程，在调整免疫平衡，在调节

肝脏损伤、纤维化和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9-10]。

2 肝内 T 细胞免疫

T 淋巴细胞对肝细胞的直接影响主要是死亡受体途径介

748·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Modern Biomedicine Vol.12 NO.4 FEB.2012

导的凋亡效应。来自门静脉的血液携带大量抗原物质，进入肝

血窦后血流变缓慢，抗原物质和淋巴细胞充分接触，刺激 T 淋

巴细胞的活化。
TNFa 和 FaL 是 T 淋巴细胞活化后主要的效应因子。研究

发现 CD8+ 和 CD4+T 淋巴细胞在慢性酒精性肝病患者体内坏

死灶和小叶内炎症区大量聚集，其数量的异常增多与肝小叶的

坏死和纤维化的进展相一致，而且这些淋巴细胞处于激活或记

忆状态，其释放促炎因子的能力显著增强[11-13]。酒精可以激活肝

内 T 淋巴细胞从而大量产生 TNF-α，后者是引起 ALD 的重要

细胞因子，分为膜型及分泌型两种，其一方面通过死亡受体途

径活化 Caspase-8，进而活化 Caspase-3，介导肝细胞凋亡，而且

进一步激活肝内巨噬细胞，释放 IL-6、IL-1β 和 TNF-α 等大量

促炎因子，形成瀑布效应。另一方面，分泌型 TNF-α 可活化神

经鞘磷脂酸，抑制线粒体呼吸链，使线粒体活性氧(ROS)升高，

直接破坏肝细胞膜，而使用抗 TNF-α 抗体可以显著减轻酒精

性肝损伤的程度。另外肝脏非特异性 CD8+T 细胞在肝血窦激

活，高表达 FasL，通过 FasL-Fas 系统来攻击肝细胞，导致肝细

胞凋亡[14]。但是酒精性肝病的 T 细胞免疫中，颗粒酶和穿孔素

是否发挥了作用尚未清楚。

3 Th1/Th2/Th17 平衡

目前对 Th1/Th2/ Th17 平衡在 ALD 中的作用尚未完全清

楚。一般认为在酒精性肝炎以 Th1 反应为主，在酒精性肝病静

息期以 Th2 反应为主。研究发现患者肝脏微环境中，大量激活

肝脏的 CD4+T 细胞，启动对肝脏脂质过氧化物源性抗原的免

疫反应，肝脏 Th1/Th2 平衡体系迅速向 Th1 方向分化，分泌

TNF-α 和 IFN-γ，进一步激活巨噬细胞，导致氧化应激、肝实质

细胞损伤、肝脏炎症反应和胶原纤维沉积[15]。国外研究表明[16]，

实验性酒精性肝病大鼠模型在第 14 天后出现 Th1 细胞因子

（TNF-α，IL-12）mRNA 高表达，在 35 天后出现第二次高表达，

并且 Th1 细胞因子第二次高表达时同步出现 Th1 调控基因

T-bet 和 Stat-4 的升高。与此同时，Th2 细胞因子 IL-4 和 Th2 上

游调控 GATA3 基因表达受到抑制。脂质过氧化被证实是伴随

Th1 的第二次高表达和组织炎症侵润的发生而产生的，然而抗

氧化剂能够减少氧化损伤和脂质过氧化抗体的产生以及肝脏

炎症的发生。
长期以来 Th17 在酒精性肝病中的作用一直没有明确，最

新研究发现 ALD 患者肝脏出现 Th17 的 T 细胞亚群，通过分

泌 IL-17，募集大量中性粒细胞入肝，介导免疫炎症损伤[17]，亦

证实 Th17 免疫失衡与酒精性肝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但 Th17
在 ALD 中的调控机制尚有待研究。

4 NK 细胞与 NKT 细胞

NK 细胞和 NKT 细胞是肝脏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细胞，

主要分布在肝血窦内。小鼠肝脏 NK 细胞约占肝内总淋巴细胞

的 10%，大鼠和人肝脏 NK 细胞约占肝淋巴细胞的 30%-50%，

在小鼠和人，NKT 细胞占肝内淋巴细胞的比例分别 10%和

30%[18]。
目前研究证实，NK 细胞在 ALD 中可以阻止肝纤维化进

程。最近研究发现 NK 细胞对肝脏的纤维化的进程有重要影响

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对 HSC 的选择性杀伤。活化的

NK 细胞可以通过 NKG2D 和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

（TRAIL） 依赖途径直接杀死早期活化 HSC，而对静息期的

HSC 无反应。这是由于活化的 HSC 表达 NK 细胞活化配体维

A 酸早期诱导基因 1(RAE-1)，下调 NK 细胞抑制受体 MHCI 分

子[19-21]。
其次，NK 细胞能够分泌 IFN-γ，通过 STAT1 依赖途径阻

滞 HSC 的细胞周期并诱导其凋亡。而 NKT 细胞被发现具有与

NK 细胞类似的作用[22-23]。
另一方面，酒精性肝损伤的发病机制中 NKT 的作用尚有

争论。NKT 细胞可同时分泌 Th1 和 Th2 两类细胞因子，既可以

调控炎症也可以调控免疫耐受[24-25]。在非酒精性肝病中 NKT 细

胞数量减少以及其活性的改变与肝脏 Th1 细胞因子的分泌有

关，如 TNF-α、IL-12、IFN-γ，还可能与 Th2 细胞因子 IL-4 的降

低有关。亦有研究发现，NKT 活化分泌 Th1 类型细胞因子，加

重了酒精性肝损伤[26]。
值得关注的是 HSC 也具有对肝脏 NK 细胞的抑制能力，

研究发现长期慢性饮酒导致肝脏 HSC 产生大量 TGFβ，直接抑

制了 NK 细胞的活化[27]。因此进一步研究肝脏天然免疫细胞和

HSC 的关系，将为酒精性肝病的治疗提供新的希望。

5 库普弗细胞

库普弗细胞是肝内定居的巨噬细胞，其细胞表面存在多种

受体，可被多种配体和激活剂激活。库普弗细胞是酒精性肝脏

炎症损伤和纤维化产生的关键细胞之一。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激活后释放大量炎性因子，二是对免疫细胞的调节。
库普弗细胞激活产生 TNF-α 是肝细胞进一步损伤的重要

机制。TNF-α 在正常情况下体内含量很低，但当库普弗细胞长

期处于酒精环境中时，会影响 LPS 介导的信号通路，并在 LPS
的作用下分泌大量 TNF-α。库普弗细胞不能被酒精直接激活，

但可以通过嗜酒者肠道内 LPS 来激活。研究证实乙醇使

Kupffer 细胞对 LPS 的刺激性增强，产生大量的炎症以及促炎

症因子，尤其是 TNF-α 和活性氧（ROS）的比例大大增加，进一

步导致肝脏脂肪病变、炎症以及肝纤维化，最终导致严重的肝

脏损伤。CD14、TOLL 样受体 4（TLR4）以及髓样细胞分化蛋白

-2(MD-2)的共同参了其激活过程[28]。研究表明，乙醇可以诱导

肠道屏障功能受损而形成肠源性内毒素（LPS），并大量进入嗜

酒者肝脏，与脂多糖结合蛋白（LBP）发生特异性结合，形成脂

多糖 - 脂多糖结合蛋白复合物，复合物与库普弗细胞表面特异

性受体 CD14 相结合[29]，进而激活核转录因子 NF-κB，使内源

性炎症因子 TNF-α、IFN-γ、IL-1、IL-6 大量释放，导致肝脏细胞

坏死和凋亡，淋巴细胞浸润加重，致使肝脏细胞损伤[30]。在动物

ALD 实验中，乙醇可以诱导大鼠肝脏组织中的 CD14mRNA 和

LBP 表达上调。另外，Takehiko 等人 [31] 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

LBP 基因敲除并与正常小鼠比较发现酒精对肝脏的损伤程度

前者明显比后者轻，而且库普弗细胞是 TNF-α 主要来源之一，

TNF-αmRNA 在 LBP 基因敲除小鼠中的表达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在慢性酒精性肝损伤阶段，Kupffer 细胞产生大

量 TGFβ 和 IL-12，直接抑制肝内 NK 细胞的激活，进而减少

NK 细胞对 HSC 的杀伤，促进 HSC 合成大量胶原纤维，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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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的发展[32]。

6 前景展望

酒精性肝病的致病因素是单一的，即长期大量饮酒。但其

发病机制是复杂的，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肝脏免疫系统细胞种

类繁杂，既有参与外周循环的淋巴细胞，也有长期定居于此的

免疫细胞；加上肝脏解剖结构和血液循环的特殊性决定了肝脏

独特的免疫微环境。随着实验室及临床对肝脏免疫系统在酒精

性肝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不断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阐

明酒精性肝病发病机制，为酒精性肝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

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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