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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糖尿病诊断分型仍沿用 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标
准，糖尿病主要可分为 ４大类型：１型糖尿病、２型糖
尿病、妊娠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１型糖尿病可
分为自身免疫性和特发性两种亚型，其中自身免疫性

１型糖尿病又可再分为经典 １型和缓慢起病的成人
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ＬＡＤＡ）。特殊类型糖尿病
再分为８类，包括胰岛 β细胞功能遗传性缺陷、胰岛
素作用遗传性缺陷、胰腺外分泌疾病、内分泌疾病、药

物或化学品、感染、罕见的免疫介导、相关的遗传综合

征。

近２０年来，随着分子病理学、基因组学和代谢组
学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不断

深入，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糖尿病新亚型。如 ２０００年，
日本学者提出一种 １型糖尿病新亚型———暴发性 １
型糖尿病；特别是近 １０年来特殊类型糖尿病中的单
基因糖尿病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特

殊基因突变类型正逐渐得以鉴定明确，迄今至少已经

发现有２１种与胰岛素分泌和胰腺发育异常有关的新
生儿糖尿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ｎｅｉｔｕｓ，ＮＤＭ）和 １４种
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ｏｎｓｅ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ＭＯＤＹ）。２０１７年 ８月新发表在《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Ｃａｒ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又详细介绍了一种新型
糖尿病———３ｃ型糖尿病，是由胰腺炎症、胰腺肿瘤或

胰腺手术引起的胰腺损伤导致。

总之，随着大量糖尿病新亚型的发现，过去的糖

尿病诊断分型标准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临床和科

研需要。近年来糖尿病的个体化医疗或精准医疗已

成为一个国际研究热点。将糖尿病分为不同的亚型

可提高对糖尿病结局的预测，以利于早期干预。

２０１５年 ＣｅｌｅｓｔｅＣ．Ｔｈｏｍａｓ根据现有研究进展提
出了糖尿病初步分型框架并指出，糖尿病是以高血糖

为共同特征的异质性疾病，需要进一步细化疾病的分

型，临床根据细化的分型提供相应治疗（图１）。
也有研究者提出糖尿病的精准分型并不仅仅局

限于遗传学亚型。特别对于２型糖尿病来说，精准分
型需要一个更加综合性的视角。比如，有的研究人员

试图结合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表观遗传学、环境因素

等信息，有的科学家则通过综合患者的胰腺发育情

况、胰岛功能、糖尿病相关抗体、肠促胰素活性、脂肪

分布、胰岛素抵抗等临床表型进行分型讨论，还有学

者提出必须同时将患者的疾病进展、对药物的治疗反

应一起纳入分型体系。糖尿病学界发出了越来越多

的声音呼唤新的糖尿病分型／分类方法的出台。
在２０１７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ＥＡＳＤ）会上，Ａｈｌ

ｑｖｉｓｔ博士代表其研究团队报告了一项最新研究，对 ２
型糖尿病进行新的亚组划分，观察其对临床结局的预

测能力。他们根据 ６个临床变量即年龄、体重指数
（ＢＭＩ）、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胰岛素分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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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糖尿病初步分型框架
　

（ＨＯＭＡ２－β）、胰岛素敏感指数（ＨＯＭＡ２－ＩＲ）和谷
氨酸脱羧酶（ＧＡＤ）抗体，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分组后，
发现“严重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组患者更易发生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严重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组患

者更易发生终末期肾病；“轻度肥胖的糖尿病”组和

“轻度年龄相关的糖尿病”组仅表现出轻度的代谢紊

乱，而某些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的高危 ＳＮＰ位点也仅
与其中的个别亚组具有相关性。这正是通过上述综

合性视角试图对２型糖尿病进行精准分型的一次积
极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总之，做好糖尿病分型是精准医学的前提。正如
ＬｅｉｆＧｒｏｏｐ教授在 ２０１７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上所
说：“我们相信将来可以通过遗传、表观、基因等方法

对糖尿病进行明确分型，进而为糖尿病的精准诊疗提

供科学依据”。深入研究如何实现糖尿病的精细化

分型，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方向和手段，

真正实现糖尿病的精确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我们的

临床医生也可以开展适合广大中国糖尿病人群的糖

尿病精准分型研究。

（本文转载自《国际糖尿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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