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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血清前白蛋白(PAB)是一种主要有肝脏合成的急性负实相蛋白,因在血清蛋白电泳中位于血清

白蛋白前方而得名。并且半衰期短于白蛋白。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PAB与多种疾病的严重程度

及预后有关,本文章将从血清前白蛋白与各种疾病之间关联的角度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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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um prealbumin (PAB) is an acute negative solid protein mainly synthesized by the liver, named 

because it is located in front of the serum albumin in the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its half-life is 

shorter than that of albumin.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hown that PAB is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multiple diseases, and this article will be re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erum prealbumin and var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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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白蛋白(prealbumin,PAB)又名转甲状腺素(transthyretin, 

TTＲ),最初于1942年被发现,是一种急性负时相反应蛋白和非

特异性宿主防御物质,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PAB与许多疾病均

有密切关联,是疾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评估的良好指标,可

作为临床工作中一项实用、易获取的指标来指导诊治过程。 

1 血清前白蛋白简介 

血清前白蛋白(PAB),是一种急性负实相蛋白[1],在炎症、感

染、恶质性疾病等情况下被消耗,同时也会受到用药(如非甾体

抗炎药、糖皮质激素)的影响,且与年龄相关,健康成人血清前白

蛋白水平高于健康新生儿,在50岁以后其水平开始下降。1942

年,在血清和脑脊液样本的电泳过程中,因其电泳位迁移优先于

血清白蛋白而得名。1971年首次报道了PAB的X射线晶体结构。

PAB是一种54980道尔顿同源四聚体蛋白；每个亚单位有13745Da,

由127个氨基酸组成。天然PAB为球形,具有中心疏水通道。后因

其被发现在结合视黄醇结合蛋白(RBP)转运甲状腺素(THs)和视

黄醇(维生素A)中起着重要作用,1981年国际生物化学家联合会

将其命名为转甲状腺素(TTR)[2]。 

血清前白蛋白主要由肝脏和大脑脉络丛合成和分泌,是血

浆和脑脊液中前白蛋白的主要来源。在人类,90%是由肝脏细胞

分泌,其他部位如胰岛(α细胞)、心脏、骨骼肌、脾脏、内脏卵

黄囊内胚层、松果腺和人类胎盘的滋养层中也有少量产生[2]。 

与血浆白蛋白有着相同的反应人体的营养状态水平的功能,

但血清前白蛋白的半衰期更短(约为1.9天)能够更及时的反应

疾病早期状况。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多项研究表明血清前白蛋白

与多种疾病相关,并且能够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预后及不良事

件的发生,说明了此项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 

2 血清前白蛋白与疾病关系 

2.1血清前白蛋白与心脏的联系 

2.1.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冠心病,指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而引起血

管腔狭窄或阻塞,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心脏病。

近年来,根据溶栓治疗方案的差别,专家、学者们将急性冠脉综

合征(ACS)分为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和不稳定心绞痛。PAB在ACS患者中降低的机制可能为
[3-5]：①发生心肌梗死时机体产生大量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

使肝脏合成血清蛋白增加,而转运血清蛋白减少,导致PAB水平

下降；②在清除心肌梗死发生后产生的有毒代谢产物时被消耗；

③目前有研究认为,肝脏对PAB合成的控制依赖于一种与白细胞

介素6同源的核转录因子,心肌梗死发生时产生的IL-6可以使肝

脏中PAB的mRNA表达显著下调；④心肌梗死时,收缩压下降,导致

外周循环淤血,影响肝脏血液回流,造成肝功能损伤,PAB合成减

少。所以,观察冠心病患者入院时血浆前白蛋白的水平有助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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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预测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Wang[6]等

人在一项纳入了610例ACS患者的关于血清前白蛋白与急性冠脉

综合征患者住院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显示

197例低血清前白蛋白组患者(平均浓度为13.5±2.6mg/dL)与

413例正常水平组血清前白蛋白患者(平均浓度为20.8±

2.4mg/dL)比较,低血清前白蛋白组患者入院时年龄较大、心率

较快、平均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及总胆红素水平降低、超敏C

反应蛋白和Killip分级升高。其中有311名患者进行了冠脉造影,

结果显示低血清前白蛋白组患者三支病变的比例明显增高。低

水平血清前白蛋白组患者急性心力衰竭发生率明显升高

(P<0.01)。并且ACS患者入院时血清前白蛋白水平<17mg/dL能够

独立预测住院主要不良心脏事件。陈振[7]的研究显示109例AMI

患者血清前白蛋白水平较同期109例健康体检者明显降低

(P<0.001),且GRACE评分高危组(>140分)患者血清前白蛋白水

平明显低于低危组(≤108分)。陈蕾[8]等人的研究中将50例65

岁以上并经冠脉造影检查确诊为冠心病的老年患者按照急性心

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进行分组,观察各组血清

前白蛋白及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结果显示老年冠心病患者血清

前白蛋白水平随疾病的严重程度增加而降低,且多支病变血清

前白蛋白水平低于单支病变。而超敏C反应蛋白则呈相反趋势。 

2.1.2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脏结构和(或)功能异常改

变,引起的心肌收缩舒张功能障碍,是心脏疾病的终末状态。目

前我国心力衰竭患病率仍在持续上升,是社会人群死亡的重要

原因之一。据文献报道[9],心力衰竭的发生涉及复杂的神经激

素、炎症反应,在这种炎症状态下PAB被消耗。并且这种炎症状

态下血管通透性增加,蛋白渗漏增多,也可导致PAB降低。另外,

有学者指出,心力衰竭时胃肠道淤血,影响营养物质摄入及消化

酶受损也可能是PAB降低的原因之一[10]。Franco[9]等人在一项纳

入442名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研究中显示低前白蛋白水平组

(<15mg/dL)患者CRP、NT-proBNP水平、NYHA分级较高,低前白蛋

白组死亡率更高。Lourenco[11]等人在一项纳入514名心力衰竭

患者的研究中显示PAB水平较低的患者多为女性、老年人和非缺

血性心衰患者,并且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和总胆固醇较低；且

患者出院时血清前白蛋白浓度<15mg/dL的6个月发病率和死亡

率较高。国内一项研究[10]表明22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PAB水平

明显减低,而NT-proBN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LVEF高

水平组患者血清前白蛋白水平更高。Yu[12]等人关于接受心脏手

术后结果的研究显示术前血清白蛋白<20mg/dL,术后感染的可

能较高水平血清白蛋白患者增加5倍以上,并且需要时间更长的

机械通气治疗。另有研究表明[13,14],患者入院时PAB水平有助于

判断CCU病房重症患者预后。 

2.1.3心脏淀粉样变性 

根据《转甲状腺素蛋白心脏淀粉样变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
[15]中指出,血清前白蛋白是容易导致心肌病变的主要蛋白之一,

可引起进行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限制性心肌病等临床表现。

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相关淀粉样变性(ATTR)是由PAB基因中

120多个点突变之一引起的,并作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遗传。

已有的研究表明PAB对人体的影响主要积聚在两个年龄段内,一

是25-35岁之间,主要引起神经系统症状；二是55-65岁之间,主

要累及心脏,伴或不伴多发性神经病,心脏受累的典型表现是双

心室肥厚伴舒张功能障碍,最终导致限制性心肌病。 

2.2血清前白蛋白与肝脏的联系 

PAB主要由肝脏细胞产生,在肝脏疾病中PAB水平会受到影

响。研究表明PAB水平与肝脏急慢性疾病早期病情判断有着重要

联系[16]。Yasmin[17]等人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验组中,血清白蛋白、

前白蛋白水平较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P<0.01),且慢性

肝脏疾病低于急性肝脏疾病。另外,此项研究说明了血清前白蛋

白可能是一个较白蛋白更敏感的肝脏功能障碍的预测指标。

Chang[18]等人的研究表明视黄醇水平随着肝硬化的病情进展而

降低,调整混杂因素后,结果显示白蛋白<3.5g/dL,或前白蛋白

<15mg/dL与视黄醇水平呈负相关。 

2.3血清前白蛋白与肾脏的联系 

有前瞻性研究表明急性肾损伤(AKI)患者高死亡率与营养

不良相关。而PAB是一项良好反映营养状态的指标,故PAB与肾脏

疾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Valdivieso[19]等人认为,与同样AKI

严重程度和治疗方案但血清前白蛋白水平为>11mg/dL的患者进

行比较,血清前白蛋白水平<11mg/dL的患者住院死亡率增加。此

外,血清前白蛋白每增加5mg/dL与住院死亡率降低29%密切相

关。在一项纳入340名成人AKI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20]显示

AKI诊断时血清前白蛋白水平<10mg/dL与死亡风险比率增加

155%相关(95%可信区间[CI]),血清前白蛋白下降超过4 mg/dL

与90天死亡率相关,表明血浆前白蛋白是一种独立预测AKI患者

预后差的指标,可能是更好预测90天死亡率的潜在替代指标。此

外,Gaipov[21]等人的关于血浆前白蛋白水平与接受肾移植患者

临床结局联系的研究中显示,血浆前白蛋白较低的患者其超敏C

反应蛋白水平明显升高,而血清白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BMI、

腹围均较低。血浆前白蛋白水平低的患者较血浆前白蛋白水平

高的患者功能性移植物死亡率增高,并且血浆前白蛋白水平每

下降5mg/dL正常的功能性移植物死亡率就会增加20%。 

2.4血清前白蛋白与胃的关系 

胃癌是常见的癌症之一,是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东亚地区

胃癌主要发生在中国,占全球胃癌的42%,死亡人数占全球的45%,

并且晚期胃癌5年生存率低于20%。对于胃癌病情判断极为重要。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PAB与胃癌相关。机制可能为[22,23]：①与幽

门螺杆菌感染引起机体内的炎症状态后,炎症因子(TNF-a、

IL-6、IL-8)抑制肝脏合成PAB有关；②与胃癌病人恶病质状态

消耗PAB有关。近年来,有研究报道称PAB有潜在的抗肿瘤能力。

Zu[22]等人在一项纳入989例胃癌患者的研究中以血清前白蛋白

140mg/L为界限,将患者分为低PAB组和高PAB组,收集两组患者

性别、年龄、PAB水平、肿瘤大小、病理类型、分化程度、手术

范围、淋巴结状态及浸润深度等临床资料。结果显示低PAB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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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高于高PAB组(P=0.01),低PAB组血红蛋白水平较低(102.45±

28.06g/Lvs127.79±26.09g/L,P=.000),肿瘤体积较大(7.24±

4.40cmvs5.53±3.63cm,P=.004),在浸润程度上,低PAB组T4、N3

病例数更多。两组患者在年龄、肉眼类型、转移方式上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PAB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可

见,术前评估PAB水平可独立预测胃癌患者预后,围手术期应积

极提高PAB水平,改善患者预后。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PAB、C

反应蛋白、纤维白蛋白及三者比值与胃癌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24,25],结果与前述研究大致相同,表明了PAB是判断胃癌患者病

情及预后的良好指标。另有研究[26,27]描述了PAB在急性胰腺炎中

的应用价值。 

3 总结 

综上述所述,血清前白蛋白作为一种急性负实相蛋白,在机

体中发生炎症反应时被消耗,并且参与了多种疾病的临床过程。

不仅是一项可以反映人体长期营养状态的指标,还可以预测患

者多种疾病的严重程度、预后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与肝脏疾

病、心脏疾病、胃癌等多种疾病有着密切联系。临床上应增加

对PAB的重视程度,改善患者PAB水平。但PAB受多种因素影响,

在临床诊治过程中能否将PAB作为一种特异性指标仍需大规模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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