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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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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差异#其中高病毒载量组外周血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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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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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其他两组#中病毒载量组的细胞因子水平最

低%与中病毒载量组相比#高病毒载量患者
(UG

和
UA+!&

水平

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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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高病毒载量患

者体内存在更严重的炎性反应#且中病毒载量患者可能存在更

高的慢性化进展的风险#对此类患者应扩大样本量做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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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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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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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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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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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发现

(UG

水平与
*A3

水平呈正相关#提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UG

水平的变化与肝脏组织损害程度相关#亦与肝病的严重程度

有关'

综上所述#在慢性乙型肝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细胞因子

(UG

+

UA+!H

和
UA+!&

可能起重要作用#检测外周血
(UG

+

UA+!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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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作为评估慢性乙型肝炎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

指标#并有望成为慢性肝病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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