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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丙型肝炎患者均被诊断为慢性活动性丙型肝炎#均使用了聚

乙二醇干扰素药物'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肝病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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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中#抗

R;&"

抗体阳性患者更容易出现肝脏受累#若抗
R;&"

抗体阳

性伴有抗
R;%'

抗体阳性的患者出现肝脏受累较单
R;&"

抗体

阳性的比例更大'然而#抗
R;&"

抗体究竟是肝损害的原因还

是结果仍然存在争议'已有文献报道#约有
!

"

#

的慢性丙型肝

炎患者血清中可以检测到自身抗体)

!0

*

#

cY3

感染能诱导自身

免疫反应#使患者血清出现多种自身抗体#自身抗体在低滴度

时#是自身免疫现象反应标志#在高滴度时才与自身免疫性病

密切相关)

!&

*

'

综上所述#抗
R;&"

抗体(抗
[[4

抗体在
))1

中最易漏检#

而漏检的样本中乙肝小三阳占的比例最大'而为何漏检的抗

R;&"

抗体阳性标本中乙肝小三阳占的比例最大#漏检的抗

[[4

抗体阳性标本中
c274

*

阳性占的比例很小#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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