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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的“使用组织病理学及其相关方法支持生物标志物鉴定应考虑的问
题”指导原则介绍=

萧惠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北京= = NMMMPU=

摘  要：caA于 OMNS年 R月公布了“使用组织病理学及其相关方法支持生物标志物鉴定应考虑的问题”指导原则。该指导

原则概述了组织病理学非临床生物标志物的特点，详述了这种非临床生物标志物鉴定中使用组织病理学方法的科学标准。本

文介绍该指导原则的主要内容，期望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和监管有所帮助。=
关键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非临床生物标志物；组织病理学；鉴定；方法学；指导原则=
中图分类号：oVRQ= = = = = =文献标志码：A= = = = = =文章编号：NSTQJSPTS=EOMNTF=MN=J=MMMR=J=MS=
alfW=NMKTRMNLjKissnKNSTQJSPTSKOMNTKMNKMMO=

fntroduction=of=caA’s=Considerations for rse of eistopathology and fts Associated 
Methodologies to pupport Biomarker nualification duidance for fndustry 

ufAl=euiJl~i=
Ceníer=for=arug=bv~lu~íionI=Chin~=cood=~nd=arug=Adminisír~íionI=_eijing=NMMMPUI=Chin~=

AbstractW= caA= issued= Considerations= for= rse= of= eistopathology= and= fts= Associated= Methodologies= to= pupport= Biomarker=
nualification= duidance= for= fndustry= in= j~ó= OMNSK= qhe= guideline= ouílined= íhe= ch~r~cíerisíics= of= nonclinic~l= biom~rker= of=
hisíoé~íhologóI= ~nd= exél~ined= íhe= scieníific= sí~nd~rds= for= íhe= use= of= hisíoé~íhologic~l= meíhods= in= íhe= nonclinic~l= biom~rker=
èu~lific~íionK=qhis=é~éer=iníroduces=íhe=m~in=coníenís=of=íhe=guidelineI=~nd=ií=is=exéecíed=ío=be=heléful=ío=íhe=rese~rch=~nd=suéervision=in=
our=couníróK=
hey=wordsW=caAX=nonclinic~l=biom~rkerX=hisíoé~íhologóX=èu~lific~íionX=meíhodologóX=guideline=

=
生物标志物是正常生物过程、致病过程或对治

疗干预生物反应的指标，可客观地测定和评价其特

征xNz。生物标志物的发现、特点、鉴定和使用是提

高药物开发效率和成功率的重要手段xOz。如果生物

标志物通过鉴定，用分析方法有效的测定生物标志

物可在药物开发和管理决策中获得具体而可解释

的意义（如生理、毒理、药理、临床）。企业可在

上市前的药物开发期间，在鉴定的使用背景下，使

用生物标志物。生物标志物使用背景是指对药物开

发中生物标志物的使用方式、使用说明和使用目的

的全面而明确的描述。=
特有的组织病理学发现与临床症状或一些临

床化学参数之间往往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非临

床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使用组织病理学，可确定生

物标志物和形态学变化的相关性和时间关系。其中

包括xPz：①确定生物标志物水平和形态学变化严重

性之间可能的定量关系；②探索生物标志物释放和

消除动力学以及相关的组织形态学；③确定生物标

志物的正常变异范围和任何相关的形态学结果；④

确定使用生物标志物的潜在混杂因素。特别是在确

证性非临床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中，组织病理学可

作为参考或实际标准。这与传统的组织病理学用于

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不同。后者是针对特定药物

的危害特性而且其组织病理学评估是帮助识别药

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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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使用组织病理学及其相关方法支持生物标

志物鉴定应考虑的问题”指导原则xPz。该指导原则

讨论了在非临床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中产生组织

病理学数据时应考虑的问题，并且概述了生物标志

物特点和鉴定的科学标准，旨在帮助把组织病理学

用作参考或实际标准进行药物非临床生物标志物

鉴定的研究者。而我国目前尚无这类指导原则。本

文介绍该指导原则的主要内容，希望对我国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和监管有益。=
N= =确立生物标志物的性能特征=

这部分主要介绍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生物标

志物的特异性、分析灵敏度和分析特异性。=
NKN= =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方法学=

生物标志物检测以数种不同的方法为依据

（如，生化测量法、生理器官功能测试或从分子到

解剖水平的结构特征成像）。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

可提供以生物标志物与组织病理学参考或实际标

准比较为基础的测量法，故这种测量方法对显示生

物标志物的特征至关重要。因此，应很好地描述该

检测系统的特点xQz。=
如，用于测量生化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应具有科

学严谨的分析灵敏度和分析特异性。检测灵敏度差

或被生物样品或基质中的其他物质抑制，可能因没

有检测到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初始变化而导致假阴

性结果。特异性较差的检测不能辨别出非靶标器官

损害或可能与样品中的非特异性物质发生交叉反

应。因此，生物标志物检测应可靠和可重复地发现

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变化（增加或减少）或没有变化。

任何测出的生物标志物水平变化的解释，最终都应

包括通过对组织病理学的比较，评估变化是否具有

生物学意义。=
以生化测量法为依据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所考

虑的问题也适用于以其他方法为依据的生物标志

物检测，如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磁共

振成像、放射学）。组织病理学作为参考标准或实

际标准可提供评价生物标志物评估的相同变量的

另一种独立方法。=
NKO= =生物标志物的生物学性能=
NKOKN= = 性能特征= = 任何生物标志物 NMMB特异或

NMMB敏感是完全不可能的。建议的生物标志物使用

背景决定其可用于支持鉴定的特有性能特征。旨在

确定敏感性、特异性和可重复性的生物标志物的研

究，应与建议的使用背景相关联。参考或实际标准

（如组织病理学）可提供评价用生物标志物评估的

相同参数的独立方法。=
NKOKO= =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和时间相关性= =与分

析的灵敏度不同，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与下列因素

相关：①识别形态学作用的概率；②可引起在生物

标志物水平可识别的形态学变化的阈值；③从形态

学作用之前或之后，直到可检测出在生物标志物水

平变化的时间间隔。=
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是在变化存在时，生物标

志物显示特异的形态变化的概率。如果生物标志物

NMMB敏感，那么在为检测设计的特异的形态变化存

在时，它将永远不会是阴性的。生物标志物水平的

初始变化和组织病理学变化开始之间的时间关系

定义为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这种时间关系的准确

特点对生物标志物敏感性的最优化很重要。=
在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中生物标志物测量的

时间和频率，应考虑形态变化与生物标志物时间关

系的明确解释。在设计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的采样

和（或）分析的时间过程时，应了解和考虑某种因

素（如，机械的、化学的、天然的疾病）引起组织

的形态变化的时间段和机制。=
当生物标志物使用的背景采用光学显微镜（光

镜）和苏木精–伊红染色（eb 染色）组织病理学

方法时，在鉴定研究中应首选这种方法的组织病理

学评价。对于治疗引起的动物组织病理学变化，生

物标志物水平的变化和检测到的形态变化（用光镜

和 eb染色观察到的）之间的时间关系，通常可以

采用下列语句（可用适当的支持数据说明）之一描

述：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初始变化先于形态学改变出

现；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初始变化大约与形态发生变

化同时出现；生物标志物水平的最初变化只出现在

形态变化发生之后。=
同样，当在逆转或恢复过程中，形态和生物标

志物的变化之间有关联时，形态变化可能在生物标

志物水平变化之前、同时或之后出现。有时形态学

变化的恢复可能与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变化无关。=
生物标志物的假阴性结果（当形态学作用不伴

有预期的生物标志物变化时）有数个潜在的原因。

其中包括：①分析灵敏度低；②其他蛋白质或物质

干扰检测；③不同的生理或病理条件下，生物标志

物的表达不一致；④生物标志物变化的潜伏期较形

态学变化长；⑤形态学作用由生物标志物测量之外

的机制所致；⑥样品处理不当；⑦采样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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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病理学敏感性取决于组织病理学检查方

法。生物标志物敏感性的初步评价使用光镜是可取

的。特殊的方法（如，电子显微镜、免疫组织化学）

可能有益于研究用光镜和 eb染色检测不敏感的组

织病理学变化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水平低或早期的

变化。=
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应评估生物标志物变化

的大小与形态改变程度之间的定量关系。对于这些

研究，至关重要的是获得最终的生物标志物测定，

尽可能接近相关组织的采集时间（至少在同一天），

避免这两个参数的时间分离=
NKOKP= =生物标志物的特异性= =生物标志物的特异

性是指准确确定在相关组织没有发生形态变化的

概率。有 NMMB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不会产生假阳

性。当没有形态变化时，特异性也可以被看作是基

线值很低或很稳定。高度特异的生物标志物将没有

源于不受影响或非靶组织的信号。合适的支持数据

有助于确定生物标志物的特异性。=
候选的生物标志物的特异性对评价可能有挑

战性，特别是当已知多种亚型有不同的组织分布

时。如，肾损伤分子JN 有对肝和肾特异的亚型xRz；

肌钙蛋白有对心肌和骨骼肌特异的亚型xSz。在这些

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检查组织学和生物标志物亚型

在多种组织类型中的表达，以确保候选的生物标志

物对相关组织有特异性。=
生物标志物信号假阳性有数种原因。从目前的

实例来看，包括分析特异性低；从非靶组织释放生

物标记物或在生理和病理两种条件下，生物标志物

都有表达。=
如前所述，任何生物标志物 NMMB特异或 NMMB

敏感几乎都不可能。建议的生物标志物的使用背景

定义为生物标志物敏感性和特异性之间适当的平

衡。有时单一的生物标志物并不能满足特定的使用

背景，因此可以考虑使用多个生物标志物。caA建

议在确证性生物标志物鉴定设计期间，同 caA 讨

论多个生物标志物的使用，以确保 caA 所关注的

问题都得到解决。=
NKOKQ= =可逆性L分辨率= =设计生理或病理过程恢复

或停止的研究，应该描述生物标志物变化逆转和组

织病理学改变的停止或恢复之间的时间关系。然

而，要注意的是生物标志物变化的逆转可能与组织

病理学变化的停止或恢复不相关。如，在药物引起

损害的背景下，生物标志物水平的逆转可能是生物

标志物从损害部位释放和（或）随后从身体降解或

消除所致，而不是组织病理学变化的停止或恢复。

因此，合理地解释生物标志物和组织病理学变化是

复杂的，应考虑所有的数据。=
NKOKR= =替代试验模型= =非临床生物标志物鉴定使

用健康动物的替代方法是使用人类疾病的动物模

型。这些动物模型可能有益于在对药理学、生理学或

物理学干预的反应中，评价候选生物标志物的变化。=
O= =确证性生物标志物研究的具体组织病理学方法

问题=
确证性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一般在提出的使

用背景的许多早期问题和检测细化后进行。组织病

理学的重点（如，重要的组织、特异的病变和病变

的主要特点）应在计划和开始确证性研究之前确

定。下面讨论的题目是确证性研究时应考虑和解决

的关键所在，以便提供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
OKN= =确证性研究的总体设计=

第一步通常需要用避免搜索偏见的方式进行

系统的文献综述xTJNMz。文献综述可用于设计鉴定研

究和支持鉴定工作。=
设计确证性研究的重要因素是讨论导致和包

括组织病理学评价的所有步骤的前瞻性书面方案。

尸检的所有方面都应清楚地描述，包括时间、标本

和组织处理、固定、样品保存、运送（如果相关）

和标本玻片制备与评价。应考虑的一些要点在下面

各小节中讨论。=
OKO= =把确证性研究偏倚降到最低的标本玻片检查

程序=
病理学家应该自由地进行任何研究结果的盲

法评估，特别是有标准规范时xNNJNOz。_urkh~rdí等xNPz

概述的建议，提供了使用盲法评价的标准，考虑到

显示特点变化的治疗组和时间过程、测定方法的设

计和鉴定的评分系统以及确定背景变化的阈值。=
对用于支持确证性研究的探索性研究，使用毒

理病理学协会提出的程序，采用分层分析方法可能

是合适的xNQz。在该分层方法的第一层可以是治疗组

和对照标本的非盲法比较，以便识别不易察觉的发

现（如自发发现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的增加）并制

定评分标准。第一层分析之后，病理学家可以进行

任何组或所有组（如合适）的有针对性的盲法评价。

这可识别不明显的治疗相关的结果，可持续区分在

对照组出现的结果。病理学同行评议（有针对性的、

对研究不知情的、另外的病理学家的盲法）也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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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偏倚减少到最低xNRz。最后，招募病理学工作组

可能有益。=
确证性研究的目的是测试生物标志物是否准

确地反映组织病理学，以便支持提出的使用背景。

主观看法可影响标本玻片评价的任何一步，从而阻

碍研究目的的实现。当评价的组织病理学变化（在

许多生物标志物鉴定研究中最重要的组织变化水

平）不明显或稀少时，偏倚的风险更大。在确证性

研究方案中应前瞻性规定标本玻片检查程序，包括

尽量减少偏倚的步骤。在确证性研究中，caA特别

建议读片者评价组织切片时，要对治疗条件、采样

时间、新生物标志物的结果和任何对照的生物标志

物结果采用盲法。=
平行对照组动物的标本玻片可用于建立背景

形态和帮助区分不明显的组织病理学变化和正常

变化。这种背景组织形态正常变化的评估对确定辨

认治疗相关病变的阈值和了解某些背景组织形态

变化是否与生物标志物值的变化相关是很重要的。

可制备足够数量的对照组动物的外加标本玻片，以

便允许正常变化和背景病变的评估。当获得外加计

划的组织样品切片不可行时，在药物非临床研究中

可包括外加对照组动物。就统计学目的来讲，最好

是来自这些外加标本玻片的数据不包括在鉴定研

究的最终数据集中。应在科学计划中规定并在方案

中反映全部同行评议的评估计划以及解决读片者

或审评者家之间分歧的计划。=
OKP= =采集样品的时间=

提出的生物标志物使用背景和特定研究的具

体目的，将决定组织样品采集的时间。重要的是要

确定生物标志物测量的变异和变异的可能原因。采

集样品时间可能是变异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具体

的采集时间（处理后的研究天数和小时数）应仔细

选择，并且其理论依据也应包括在方案中，以利于

数据和重现性的解释。=
OKQ= =对照=

确证性研究的目的是前瞻性评价与组织形态

学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的性能。应充分严谨地设计确

证性研究，以便允许治疗组和对照组做合理的比

较，并允许对组织学材料无偏见的评估。为了减少

可能的分析的和生物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应使

用平行的阳性和阴性对照组，控制环境因素，以便

确定或比较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特异性）并确保

反应物或方法合适。=

应在方案中描述平行对照组确认及其使用它

们的理由。适当的历史（外部）对照数据可用于确

定数据集中可能的分析的和生物的离群值。但是，

应在方案中推理地和前瞻性地详细描述采用这类

历史数据的决定。历史对照数据应该是最近的，并且

仅包含使用类似对照试验药物和（或）条件的研究xNSz。=
OKR= =固定=

在研究方案中应描述固定程序。固定时间和持

续时间的变化可能造成数据的变化，从而掩盖真实

的生物标志物J组织形态关系的变化。应避免组织固

定的延迟和变化并应注意偏离方案。为了避免试验

偏倚，实验动物应随机安排尸检。=
OKS= =切片数和取样部位（尸检时）=

收集组织的解剖部位和收集的样品数量可影

响结果和及其解释。根据既定目的，在方案中应提

供收集组织切片数量和取样部位的理由。在确定收

集和分析的切片数量时，资料提交者应考虑到如果

取样数量不足，很有可能漏掉细微或稀少的病变。

每个取样部位的描述应足以使各实验室可重复。应

在方案中描述取样的组织或器官（如，哪个肺叶）

和组织内的方位（如，左、右、前、后、上、下）。如

果获得连续或分步骤的组织切片，应在方案中描述，

识别和报告器官或组织内病变精确部位的程序。=
OKT= =染色=

在建议使用背景条件下评估组织学标本玻片，

一般是较合适的。如，大多数安全评估研究使用光

镜和 eb染色切片。应提供所使用的每一种染色的

依据。如果在实验室根据先前建立的程序实施染色

方法，这种资料可作为附录或以引用的方式纳入方

案。非标准的染色方法和评分系统应在方案中很好

地记述或引用。caA鼓励所有样品都采用自动化或

标准化的染色技术，包括阳性和阴性对照组。=
OKU= =特殊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如，确定形态过程、细胞类型

或部位），可能对更具体的信息或额外的支持数据

有科学要求，以达到研究目的。在这些情况下，特

殊的方法可能是必要的，以便评估特殊靶的形态，

支持既定的假设。这些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

法：体视学、组织化学、免疫组织化学、原位杂交

和电子显微镜。应提供使用特殊方法的理由，应在

方案中很好地记述或引用所使用的方法。=
P= =组织病理学评价的其他考虑=

其他因素可影响标本玻片评价的结果。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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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研究方案中应考虑和解决的某些问题。=
PKN= =数字病理学和切片共享=

应根据公认的毒理病理学协会xNTz和数字病理

学协会（amA）的既定指导原则，共享和检查数字

切片。=
PKO= =专业词汇= =

专业词汇应详述事先决定的变化类型和程度

分类标准。术语插图对减少歧义有很大益处。=
对于良好定义的形态状况，结合相关病变的数

据输入是合适的（如，大鼠慢性进行性肾病）。然

而，为便于统计分析，结合术语不应掩盖利于数据

公正分析和与生物标志物相关性的个体特点。=
PKP= =过滤=

诊断病理学的常规是说明作为背景的某些病

变，而在结果中不报告（过滤）。而且不同的病理

学家还可以使用定义背景变化的不同阈值，因此影

响整体的解释。=
caA建议，如果背景变化为生物标志物的正常

变异，应显示生成的数据（如，报告所有病变以及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值，单独的过滤）。另一种选择

是全面地记录认为是伴随的背景病变的类型和程

度。应该在科学计划或方案中说明，描述和记录背

景病变的方法。=
PKQ= =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如诊断漂移（di~gnosíic=drifí）和时

序偏差（chronologic~l=bi~s）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在

方案中应包括控制这些因素的方法。=
PKQKN= =诊断漂移= =诊断漂移的定义是在单项研究

内病变名称和严重性分级的渐进变化。前后矛盾的

根源可能是诊断漂移对治疗相关的病变L变化或无

效应水平的测定有负面影响xNUz。=
PKQKO= =时序偏差= =时序偏差的定义是分级系统的

演化过程，从而可阐释、理解和推广更特异和敏感

的分级标准。在病理学家获得经验时，可运用演化

系统细微差别，解释组织切片xNVz。这也是前后矛盾

的根源，可能是对治疗相关的病变L变化或无效应水

平的测定有负面影响。=
Q= =结语=

caA的“使用组织病理学及其相关方法支持生

物标志物鉴定应考虑的问题”指导原则主要概述了

组织病理学非临床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特别详述了对这种非临床生

物标志物鉴定中使用组织病理学方法的具体要求，

包括对常规光学显微镜方法的标本玻片检查程序、

样品采集时间、对照、组织固定、切片数和取样部

位以及切片染色等的要求，并且强调要在鉴定开始

之前的鉴定研究设计方案中预先提出这些要求，以

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caA 该指导原则对我国组织病理学非临床生

物标志物的研究、发现和应用及其监管有很好的参

考价值。这种生物标志物在我国新药研发中的应用

对我国新药非临床研究必将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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