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实
用
临
床
医
药
杂
志
》
版
权
所
有
 

ht
tp
:/
/j
cm
p.
yz
u.
ed
u.
cn

书书书

!"#$%&'()*(+,-./

-0123456789

!"#

，
$%&

（
!"#$%&'( )*+,-.'$/

，
!" 01

，６１００４１）

　　
:

　
;

：
23453678

（ＣＯＰＤ）
9:;<=>)*?@78

，
ABCD>E8FG8HF

。
IJ

，ＣＯＰＤ
>E8KL

MNOPQR

。
ST.UV9WXYZ[

、
8\

、
][^_`abcd>ef8aghgijklm

，
nopqrsGtu3

T.vw

，
xyztu{|}T.~����T.Z�b������D

。
���ST.UV+

ＣＯＰＤ
>��������

��

，
��ST.UVcdKg�TG�TKL

，
��06qrsZ�>��G��3� +¡¢

，
�:£¤¥6q¡¢

。
S

T.UV<=>

Ｃ
vw��

（ＣＲＰ）、
¦§ Hb�

α（ＴＮＦα）̈ ��Z�©ª

（ＩＬ）̀
T.b�+

ＣＯＰＤ
8«¬-�®¯�

�

，
�°��8«�±

，
��²³´µ6¶°

、
·¸�¹�º»U¼

。

<=>

：
23453678

；
ST.UV

；
8«¬-�

；Ｃ
vw��

；
¦§ Hb�

α

?@ABC

：Ｒ５６３；Ｒ４４６；Ｒ３６４．５　
DEFGH

：Ａ　
DIJC

：１６７２２３５３（２０２４）０６１３９０４　ＤＯＩ：１０．７６１９／ｊｃｍｐ．２０２３４１５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ＥＮＯｕｌｉ，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ｌ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１００４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ｉ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ｓ
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Ｓｏｆａｒ，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ＣＯＰＤ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ｔｈｅ
ｂｏｄｙｄｕ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ａｎｄｆｕｎｇ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ｓ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ｉｔｉ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ｂｙａｓ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ａｒｋｅｒｐｒｏ
ｔｅｉ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ｍｉｃｒｏ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ＰＤ．Ｉｔ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ｃａｕｓ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ｎｄｈｙｐｏｘｉｃｄｅ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ｊｕｒｙｏｆ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
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ＣＯＰＤ，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ｇａ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

　　
23453678

（ＣＯＰＤ）
9:;��32

3¹�78

，
½b6qk¾¿À*Á

、
Â¹Ã_

、

ÄÅÆÇ`BÈ¹gÉBÈÊË>ÌÈ

，
cdÍ

<T.vw

，
ÎÏÐ¹�XY��>¹Ñ¿ÒÏ

Ej45

。ＣＯＰＤ
Ó�°XY6qT.ÔÕ¤

-

，
cdT.Z�b�Ö�×Ø

，
ÙÚ²³tu

，

ÛÜztu3T.78

［１］。
ÝtÞ78ßàá

âãI

［２］
äå

，２０２０
æ

ＣＯＰＤ
çèétÞHêa

b>ë

３
è

，ＣＯＰＤ
´µ>HêìíEjhî3

¤-¾

，
ï°h

ＣＯＰＤ
ð¾ñòBóôõöL8

«�±

，
�÷øùúAB-íûü

。
ST.UV

EjKLMÔOP

，
IJýþÿz!vw9"#

KLMN

：２０２３－１２－２０　　
OPMN

：２０２４－０１－２３
QRST

：
$%-&áEå'()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３０８５０４）

·９３１·２０２４，２８（６）：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８．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实
用
临
床
医
药
杂
志
》
版
权
所
有
 

ht
tp
:/
/j
cm
p.
yz
u.
ed
u.
cn

G01Z�?@��2Ü>�3

。
ST.UVì

íxyztu�4{|}T3��

、
T.3Z�

b�5D

，
6Y783T.UV

，
9:�°;Ej

<;=E.

，
²³Kg½>?@¶°

［３］。
#?�

�@AEy

，
ST.UV+

ＣＯＰＤ
8«Ej

、
E±

AB-íûü

，
yçB��CD

。

１　
!"#$%UV

ST.UV>EjKLMÔOP

，
IJýþ

ÿz!vw9"#G01Z�?@��2Ü>�

3

。
ST.UV9WXYZ[

、
8\

、
][^_`

ab

，
cdef8aghgijklm

，
nopq

rsGtu3T.vw

，
xyztu{|}T.~

����T.Z�b������D

［４］。
<=>

ST.UVT.b�EF

Ｃ
vw��

（ＣＲＰ）、
¦§

 Hb�

α（ＴＮＦα）̈ ��Z�©ª

（ＩＬ）。

２　
-WXYZ&!"#$%5<[

ST.UV:G9WKgB^_8H

，
IM

JKyT.vw>UV

，
<=>^_8HB)*

�^_

、
LÜ�^_`

。
áâ

［５］
Ey

，
D)*�

MNO3[^_úPEjtuT.vw�QR

；

SBáâ

［６］
Ey

，
TUVW´µXYZ[[^_

;¤-´µST.UVGº»Ô\

，
�XYZ[

[]^�÷øST.UVGº»Ô\B_

。

３　
!"#$%\

ＣＯＰＤ
5]^_`

ＣＯＰＤ
9:;23¹�T.378

，
½;T

.Z�

、
Z�b�GT.©`a+b

ＣＯＰＤ
>c

0

。
dfT.Z�ef2ú

，
gh½;©`� 

6�iÉ��}jZ�T.>vw

，
�0Kg�

TG�T?@kl

。

３．１　
'()*+,

ＣＯＰＤ
-./01234

,-m

ＣＯＰＤ
6¶°ìí×z

４
>no

：１
nz6¶°;Ky��¿Ò

，
p<´µ;qB�

Srs

、
rt�¹uxy

；２
nz´µ.UB�

°vw�±

，
¹uGxyxyz{O8

；３
nz

6¶°¿¡|¤O8

，
B�°Ky)*}~

，
��

92·:��¤-

；４
nz¬-6¶°¿Ò

，́

µ;B)*��

，
������.U

［７］。
��á

â

［８］
��

，ＮＯＤ
�¿g����i�����

３
（ＮＬＲＰ３）

T3�gh

ＣＯＰＤ
´µ6¶°ÛÜ}o

-í�+

。
SBáâ

［９］
��

，
9�

ＣＯＰＤ
×n>

�¤

，ＣＯＰＤ
´µ6¶°¡¢vw¤-

，
�Kgi

ＩＬ１２、ＣＤ３＋
�

ＣＤ４＋／ＣＤ８＋
��vw��

，
+6

¶°W~����

；ＩＬ８
����Æ���

Ａ
（ＳＡＡ）

��vwm5

，
+6¶°W~�ß��

。
�

�áâ

［１０］
��

，ＣＯＰＤ
=E6q^_´µ}T3

b�G

Ｔｈ１７
�Dx�

，Ｔｒｅｇ
��x�

，
T.b�

G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
©c>T.vw�²³´µ6¶°

。

３．２　
'()*+,

ＣＯＰＤ
-.5678234

)*��G����9

ＣＯＰＤ
´µ<=>,

-.U

，
Ï¸����G�

（ＳｐＯ２）��G·¸�

¹×W9

２
;8.>-í���� :

［１１］。
)

*}~9

ＣＯＰＤ
´µ,-Ù<=>.Uxy

，
¡

B9¢�3)*}~9ÙðKy>.U

，
C£�

��^9}¤

ＣＯＰＤ
´µ>¥�¦)

。ＣＯＰＤ
´

µ��«¼×z

２
;

，
:;9"§��Ï¨�Ü

©�<

，
S:;9q¨�Ü©5D>��

。
·¸

�¹×W9,-'$<+>ªÕ´µgi9«¬

h®¯°¨���>-íW~

，
±9î²É#

³�´�µ>-íW~ :

。
��áâ

［１２］
��

，

ＣＯＰＤ
´µ���G�¬h8¶·Ü

，
T.¸×

+

ＣＯＰＤ
´µ���G�¬h:Q��3

。

３．３　
'()*+,

ＣＯＰＤ
-.9:*;234

º»Ô\

、
g`?D�

、
¹º»¶°¼½e¾

z

ＣＯＰＤ
Ù-í>tuvw

。ＣＯＰＤ
´µ<qB

Ô¿�º»Ô\

，
ïgi��`LÀ?ÁÖ

２０％，
���²³É¡È´µ)*¶°

，
cd6

q^_ÂF�D

［１３］。ＣＡＲＲＥＴＥＲＯＧ?ＭＥＺＪ
`

［１４］
áâ��

，ＣＯＰＤ
´µ>T.UV�°;²

³Bº»U¼

。

４　
!"#$%a<bcde&

ＣＯＰＤ
　

-012345<[

４．１　ＣＲＰ
ＣＲＰ

ÃbèY_Äg

１（１ｑ２３．２），
9�³

ｐｅｎｔｒａｘｉｎｓ
%Å0Æ

，
AB

２２４
>ÇÃ

，
×�?

z

２５１０６Ｄａ。ＣＲＰ
9:;KgKy8aSjÈ

ÌÉ:

，
ÊË#?Q0>î3:�vw��

，
ÌY

7ÍÍ3T3~�È

，
ABf2Îg

，
ÏÐÑ1Z

�¶°

、
�Ò¡¢

、
 HrsGÓÔ8ag>�

+

［１５－１６］。
IJ

，
,-Õç

ＣＲＰ
�z:;Ö^�

�jÈ~�È¨×Ø¨T.zÍR>788

。

ÙÚ½ãáâ��

，ＣＯＰＤ
´µ��

ＣＲＰ
�

�¬hO8·Ü

，ＬＩＮＴＬ
`

［１７］
áâ�î3¤-

¾

、
ÛQ¾¨�ÜÝÞß>��

ＣＲＰ
���z×

W

，
�3Ey

，
+ÜÝ�àrz{

，
ÔR

ＣＯＰＤ
´

µ6Yî3¤-¾Ó9]^ú>8«ÛQ¾

，
�

�

ＣＲＰ
��á8¶5D

，
�9�78>E±

，

·０４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ë

２８
â



《
实
用
临
床
医
药
杂
志
》
版
权
所
有
 

ht
tp
:/
/j
cm
p.
yz
u.
ed
u.
cn

ＣＲＰ
��8¶m5

。ＨＡＳＳＡＮＡ
`

［１８］
áâãä

b

１０４
åæçNèéê$ë'(i/)*�Yª

ìª>

ＣＯＰＤ
´µ

，
íB´µá�?�î

ＣＲＰ
�

�

，
=åïë

１
ð+�)¹ñò++�62?>

zó¨?Ü78>¬-�

。
�3Ey

，ＣＯＰＤ
´µ8«¬-�+5D>

ＣＲＰ
��ôõ��

。

ＰＡＮＤＥＹＳ̀ ［１９］
áâÎ:%ön÷Ü'(>)

*i/ãä

７０
å

ＣＯＰＤ
´µG

７０
åÜÝ�à

µ

，
øù

ＣＯＰＤ
´µGÜÝ�àµ

ＣＲＰ
��

，
�

3Ey

，
+ÜÝ�àµz{

，ＣＯＰＤ
´µ

ＣＲＰ
�

�8¶5D

。
¨máâxO

，ＣＯＰＤ
´µ6YS

T.UV

，
�ST.UV+8«�±�ú²³

，
S

T.UVû¬-

，
gh>

ＣＲＰ
ü�ûD

，
��8

«�:£E±

。

４．２　ＴＮＦα
ＴＮＦαÃbQèY

６ｐ２１．４，
ký

３．６ｋｂｐ，
B

４
>Ó8�G

３
>iþ�

。ＴＮＦα9:;�<

;Z�ÿ³AB½ó�+>Z�b�

，
9T.v

w>ìíÏ!"

，
a+½;T.78G#u$%

378>Ej

、
E±Ö

。ＴＮＦα>ìí�+9

Ï!$%Z�¶°

，
�z:;i&3d�a

，
°'

�ÐE�

，
noZ�(ê

，
)ÐZ�*j

ＩＬ１
G

ＩＬ６，
nET.

［２０－２２］。

ÙÚáâ��

，ＣＯＰＤ
´µ��

ＴＮＦα��

¬hO8·Ü

，
C

ＭＩＲＨ
`

［２３］
áâ��

，ＣＯＰＤ
´µ��

ＴＮＦα��DYÜÝÞß

。ＳＩＮＧＨＳ
`

［２４］
áâ×Wb

ＣＯＰＤ
8«¬-�++hj

È~�È>��3

，
�3Ey

，
+ÜÝ�àµz

{

，ＣＯＰＤ
´µ

ＴＮＦα��8¶5D

，
�9�8

«¬-�>�¤

，
��

ＴＮＦα��vw5D

。

ＫＵＢＹＳＨＥＶＡＮ
`

［２５］
áâEy

，ＴＮＦα�°a+

ＣＯＰＤ
>tuT.KLG¹�4578>Ej

，

�B��>�¤�°+

ＣＯＰＤ
G,¹-.�>,

¹-/h¿¡B�

。ＦＥＮＧＱ
`

［２６］
áâ��

，

ＴＮＦα0Ò°'no

ＣＯＰＤ
´µ6¡¢

，
f21

2a2Ü��f3

（ＭＡＰＫ）
45�¨6�6¡

¢

，
ÎÏ78

ＣＯＰＤ
�

。
��¨máâ

，ＣＯＰＤ
´µ6YST.UV

，
�ST.UV+8«�±

�ú²³

，
ST.UVû¬-

，
ghT.b�

ＴＮＦαû½

，
��8«�:£E±

。

４．３　ＩＬ１０
ＩＬ１０

ÃbèYë

１
9_Äg

，
ÃbrEF

５
>Ó8�G

４
>iþ�

。ＩＬ１０
9:;½Z�

&

、
½¶°>Z�b�

，
°'Ï!Z�jkG×

Ü

，
:;íB"#01Z�19

ＩＬ１０
><Z�

。

ＩＬ１０
9:;�TZ�b�

，
h=L

Ｔｈ１
vw}o

-í�+

；
Òb�T�+Ó

，ＩＬ１０
Ó°�>$%

¶°

，
C��

Ｂ
Z�*j$%Þ��

，
=¤?

ＮＫ
Z�G

ＣＤ８＋Ｔ
Z�Gx@Z�>�m

［２７］。ＩＬ１０
°'<ABCGDw3$%vw

，
=EE$%=L

¶°

，
8FXYgiÖ�T.b�gh�0>$%

T.UV¯°

，
ÏnErs¡¢

，
¡B9^_GT

.LGH�

，
I�J�SjÈ>gi�°

［２８］。

½ãáâ��

，ＣＯＰＤ
´µ��

ＩＬ１０
��

¬hO8·Ü

，
CK�L`

［２９］
áâEy

，
î3¤

-r

ＩＬ１０
���YÛQrG�àr

；ＪＩＡＮＧＳＨ
`

［３０］
áâEy

，
ÛQ¾

ＣＯＰＤ
´µ��

ＩＬ１０
�

�DÏ

，
�

ＩＬ１０
��+

ＣＯＰＤ
8«¬-��

ß��

。ＷＥＩＢ
`

［３１］
>áâ��

，ＩＬ１０
��+

ＡＥＣＯＰＤ
=Eî3M¡¢®¯��

，
¿NµO�

ÍR

（ＲＯＣ）
PQ8R

，ＩＬ１０
�

ＡＥＣＯＰＤ
Q=

ＡＫＩ
B{S>ªÕTó

。

４．４　ＩＬ６
ＩＬ６

ÃbèY_Äg

７ｐ１５２１，
EF

４
>i

þ�G

５
>Ó8�

。ＩＬ６
9+T.��ÙzU³

>Z�b�

，
Ö�G��>×Ø¯Ï�î3tu

T.vwG23$%©c3788ÐKL}EE

�-í�+

。
rs

、
Z�¿¢

、
23^_

、
V¢É

iq¡¢ú

，ＩＬ６
pÖWXi×Ø?@gh>f

ª;no$%vw

［３２］。ＩＬ６
9IJ,-��^

_378><+W~

，
hKg�^_$%vw}

o�-í�+

，
,-ìíxyzE8:

ＩＬ６
��

�D

［３３］。

½ãáâ��

ＣＯＰＤ
´µ��

ＩＬ６
��¬hO

8·Ü

，
C£Y~`

［３４］
áâEy

，
�{YÜÝÞß

，

23453678î3¤-¾

（ＡＥＣＯＰＤ）́
µ>�

�

ＩＬ６
��;KyÍ<5D

，
�+´µ6p¹¶°

®¯��

，
6¶°¿¡û¬->´µ

，
��

ＩＬ６
��

ûD

。
Z[`

［３５］
áâ��

，ＩＬ６、ＣＲＰ
h

ＣＯＰＤ
Q

=\gfª�].

（ＣＰＨＤ）́
µ��}�D��U

V

，ＩＬ６、ＣＲＰ
+

ＣＯＰＤ
Q=

ＣＰＨＤ
´µ8«¬-

���

。
��áâ

［３６］
��

，ＩＬ６
pÖ�^3

ＩＬ６
¿

g>v_`9ac

，
h

ＩＬ６
��5D>��D

，
�+

YÞbª§�]b�

２（ＡＩＭ２）
T.�g>mc

，

�>6¹¦}

ＡＩＭ２
T.�g>x�

，
��6¹

¦�±

。ＷＥＩＹＹ
`

［３７］
áâ��8R

，
ñ+3d

$%*eNf��

ＣＯＰＤ
´µ��

Ｍｕｃ５ａｃ
ü�

8¶5D

，
=+

ＩＬ６
����

；
ñ+ghª


æi

（ＨＥ）、ＡＢＰＡＳ
G$%rsÜ$ê

（ＩＨＣ）
_Äj

k

ＣＯＰＤ
´µ¹-l4×ØÖ½«¼

；ＩＬ６
6Ð

·１４１·ë

６
¾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实
用
临
床
医
药
杂
志
》
版
权
所
有
 

ht
tp
:/
/j
cm
p.
yz
u.
ed
u.
cn

r>

Ｍｕｃ５ａｃ
��5D

，
Ï

ＩＬ６Ａｂ
6Ðr>

Ｍｕｃ５ａｃ
����

；ＩＬ６Ａｂ
pÖ)c

Ｎｒｆ２
#mè

8¶6�

ＣＯＰＤ
¹�l4>D��×Ø

，
bn

ＩＬ６Ａｂ
�°pÖ÷ø

ＣＯＰＤ
´µ>¹Ñ¿Ò0

z

ＩＬ６
)c>¹�l4D×Ø>o³]^"

。

¨máâxO

，ＣＯＰＤ
´µ6YST.UV

，
�S

T.UV+8«�±�ú²³

，
ST.UVû¬

-

，
gh>T.b�

ＩＬ６
û½

，
ÎÏ��8«�

:£E±

。

５　
f

　
g

ＣＯＰＤ
9:;23¹�T.378

，
ST.

UVcdKg�TG�TKL¯°

，
�06rs

Z���G��3� +¡¢

，
�:£¤¥6q

¡¢

。
ST.UV<=>

ＣＲＰ、ＴＮＦα¨�

ＩＬ̀
T.b�+

ＣＯＰＤ
8«¬-�®¯��

，
ST

.UV�°;��8«E±

，
�°;��²³´

µ6¶°

、
·¸�¹�º»U¼

。
ST.UVh

ＣＯＰＤ
}>�+KLMp�:£ñ+,-áâq

É×W

，̈
¾z

ＣＯＰＤ
>ùr

、
]^sto>uv

。

hiDE

［１］　
wx�

，
yz{

，
|}~

．
246î3¤-¾´µ��

ＩＬ３７
��+$%¯°>��3

［Ｊ］．
~�$%×W+,

-

，２０２１，２８（８）：１３８７－１３９１，１４２０．
［２］　ＹＡＮＧＩＡ，ＪＥＮＫＩＮＳＣＲ，ＳＡＬＶＩＳ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ｎｅｖｅｒｓｍｏｋｅｒ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
ｓｉ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Ｌａｎｃｅｔ
ＲｅｓｐｉｒＭｅｄ，２０２２，１０（５）：４９７－５１１．

［３］　ＷＵＪＨ，ＧＵＯＮＦ，ＣＨＥＮＸＬ，ｅｔａｌ．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Ｉｎｔ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２０，１３
（２）：３１７－３２３．

［４］　
��

，
|��

，
��

，̀ ．
I�3�4VW´µj2`?

+��`°?LÀGST.UV>��3áâ

［Ｊ］．
$ë

Ø�?@/�

，２０２１，４１（２）：２２５－２２９．
［５］　

��O

，
�Ü�

，
���

，
`

．
(i

Ｇ－
[^_útuT

.vw�QR>áâ

［Ｊ］．
}$,-8î²'$

，２００３
（１１）：６６６－６６８．

［６］　
���

，
��

．
TUVW´µXYZ[[^_�B�S

T.

、
º»UV>²³

［Ｊ］．
,-+8Ð/�

，２０２１，４１
（３）：５３１－５３５．

［７］　ＣＥＬＬＩＢＲ，ＦＡＢＢＲＩＬＭ，ＡＡＲＯＮＳＤ，ｅｔａｌ．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ｏｍ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Ｊ］．ＡｍＪ
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２１，２０４（１１）：１２５１－１２５８．

［８］　
���

，
���

，
|�

，̀ ．ＮＬＲＰ３
T3�g+2345

3678#�6¶°��3áâ

［Ｊ］．
,-6//�

，

２０２０，２５（８）：１１６７－１１７０．
［９］　

���

，
���

．
Ô¿×n23453678´µ$%

¶°

、
T.b����B+6¶°>�?×W

［Ｊ］．
��

'$

，２０２１，４３（１３）：１４３５－１４３８，１４４３．

［１０］　
 ¡

，
¢£¤

，
¥¦§

，
`

．
23453678q6q^

_µ��Z�b�>x��B+6¶°>�?

［Ｊ］．
}%

'(^_$/�

，２０１９，２９（１３）：１９５４－１９５８．
［１１］　

¨©

，
ª�«

，
��¬

．ＣＰＡＰ
dQIjªº»,�]^

oj)*��>ó3jk

［Ｊ］．
"®'$($�

，

２０１９，３４（４）：３８８－３９１．
［１２］　ＡＲＩＫＡＮＡＹＹＩＬＤＩＺＺ，ＫＡＲＡＭＡＮＭ，ＦＩＲＩＮＣＩＦ，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ｈａｌｅｄＬ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
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Ｊ］．Ｉｒａｎ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ｓｔｈ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４，
１３（５）：３１７－３２３．

［１３］　ＳＡＩＮＴＣＲＩＱＶ，ＬＵＧＯＶＩＬＬＡＲＩＮＯＧ，ＴＨＯＭＡＳＭ．Ｄｙｓ
ｂｉｏｓｉｓ，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ｇｕｔｌｕｎｇａｘ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ＡｇｅｉｎｇＲｅｓＲｅｖ，２０２１，
６６：１０１２３５．

［１４］　ＣＡＲＲＥＴＥＲＯＧ?ＭＥＺＪ， ＭＡＦ? ＮＯＧＵＥＲＯＬＥＳ Ｍ Ｃ，
ＧＡＲＲＡＣＨ?ＮＶＡＬＬＯＦ，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ＡＲＳＣｏＶ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Ｊ］．
ＲｅｖＣｌｉｎＥｓｐ，２０２０，２２０（８）：５１１－５１７．

［１５］　ＫＯＲＮＴ，ＨＩＬＴ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ＲＭ．ＲｏｌｅｏｆＩＬ６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ｏｆＴｃｅｌｌｓｕｂｓｅｔｓ［Ｊ］．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２０２１，１４６：１５５６５４．

［１６］　ＫＡＮＧＳＪ，ＮＡＲＡＺＡＫＩＭ，ＭＥＴＷＡＬＬＹＨ，ｅ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ｆａｍｉｌ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Ｊ］．ＪＥｘｐ
Ｍｅｄ，２０２０，２１７（５）：ｅ２０１９０３４７．

［１７］　ＬＩＮＴＬ，ＣＨＥＮＷＷ，ＤＩＮＧＺＲ，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ｓｅｒｕｍａｍｙｌｏｉｄＡ，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ｉ
ｃ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ｌｙ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ＣｌｉｎＬａｂＡｎａｌ，２０１９，３３（４）：
ｅ２２８３１．

［１８］　ＨＡＳＳＡＮＡ，ＪＡＢＢＡＲＮ．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Ｃｕｒｅｕｓ，２０２２，１４（８）：
ｅ２８２２９．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ＹＳ，ＧＡＲＧＲ，ＫＡＮＴＳ，ｅｔａｌ．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Ｃ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ＴｚｕＣｈｉＭｅｄＪ，２０２１，３３（１）：
８０－８６．

［２０］　ＪＡＮＧＤＩ，ＬＥＥＡＨ，ＳＨＩＮＨ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ＴＮＦα）ｉｎ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ＮＦα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
２０２１，２２（５）：２７１９．

［２１］　ＤＵＡＮＹＷ，ＣＨＥＮＳＸ，ＬＩＱＹ，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ｐａｉｎ：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ｏｆ
ＴＮＦα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２０２２，２３
（１３）：７１９１．

［２２］　ＤＡＳＳＳ，ＳＩＮＧＨＳＫ，ＶＥＲＭＡＰ，ｅｔａ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ｂｙ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ＴＮＦαｉｎ
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ＦｕｔｕｒｅＭｅｄＣｈｅｍ，２０２２，１４（２）：５７－
６０．

［２３］　ＭＩＲＨ，ＫＯＵＬＰＡ，ＢＨＡＴＤ，ｅｔａｌ．Ａ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ｒ
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
ｅａｓｅｉｎＫａｓｈｍｉｒ，ＮｏｒｔｈＩｎｄｉａ［Ｊ］．ＬｕｎｇＩｎｄｉａ，２０２０，３７
（３）：２０４－２０９．

［２４］　ＳＩＮＧＨＳ，ＶＥＲＭＡＳＫ，ＫＵＭＡＲＳ，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
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８，１９６：１－１０．

（
<=>

１４８
?

）

·２４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ë

２８
â



《
实
用
临
床
医
药
杂
志
》
版
权
所
有
 

ht
tp
:/
/j
cm
p.
yz
u.
ed
u.
cn

１０５（１１）：１５０４－１５０９．
［２９］　ＢＲＡＧＡＭＥＬＥＲ，ＣＨＡＮＧＤ，ＤＥＷＥＹＳ，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４０（２）：
３１３－３２２．

［３０］　ＣＨＡＮＤＲＡＫＫ，ＭＡＬＨＯＴＲＡＣ，ＪＡＩＮＡ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ｓ
ｐｈｅｒｉｃ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ｅｓ［Ｊ］．Ｊ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２０２２，４８（５）：
５７６－５８３．

［３１］　ＳＣＨＡＬＬＨＯＲＮＳＣ，Ｈ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ＫＡ，ＰＥＬＯＵＳＫＯＶＡＭ，
ｅｔａｌ．Ｒｅｐ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ｏｎｕ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ｓｅｕｄｏｐｈａｋ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Ｒｅｆ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２０２１，４７（１１）：１４９３－１４９４．

［３２］　ＬＩＵＹＱ，ＺＨＡＯＪＹ，ＨＵＹＰ，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ｓ
ｕ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
ｔｉｎｇ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Ｊ］．ＣｕｒｒＥｙｅＲｅｓ，２０２１，４６
（３）：３３３－３４０．

［３３］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ＴＪ，ＲＡＮＤＬＥＭＡＮＪＢ．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Ｊ］．Ｓｕｒｖ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４，６９（１）：
１４０－１５９．

［３４］　ＬＩＵＹＹ，ＧＡＯＹＦ，ＬＩＵＲＪ，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ｇｌｅｋａｐｐａ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ｉｎ
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０，９８（６）：ｅ７３４－ｅ７４２．

［３５］　ＬＩＮＰＭ，ＸＵＪ，ＭＩＡＯＡ，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ＩＯ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ｉｎｎａｎ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ｍｉｃｒ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Ｊ］．Ａｍ Ｊ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３，２４５：６１－６９．

［３６］　ＫＥＮＮＹＰＩ，ＫＯＺＨＡＹＡＫ，ＴＲＵＯＮＧＰ，ｅ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ＩＯ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ｔｈａｔｕ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ｏｒｎｅａｌｐｏｗ
ｅｒｉｎｅｙ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ｍｙｏｐｉｃｌａｓ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２０２４，５０（１）：７－１１．

［３７］　ＡＬＳＨＹＭＡＬＩＯ，ＡＬＩ?ＤＥＬＢＡＲＲＩＯＪＬ，ＭＣＡＬＩＮＤＥＮ
Ｃ，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ｍｏｎｏｆｏｃａｌ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ＥｙｅＶｉｓ，
２０２２，９（１）：４０．

［３８］　
)\p

，
qr

，
sit

．
ýnò:$?\a�<]¾u�

�§¨\®&

［Ｊ］．
&=>�Ô�($

，２０１０，３２（３）：
１５１－１５４．

［３９］　ＷＡＲＩＮＧＧＯ，ＨＵＮＫＥＬＥＲＪＤ，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ＲＬ．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ｒｔｅｘ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ｆｔｅｒ
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ｏｎｏｆｏｃａｌ，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ａｎｄ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ＩＯＬＩｍ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Ｖｉｓｕ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５１（１３）：４５７５．

［４０］　ＰＩＥＲＯＤＰ，ＭＯＬＩＮＡＭＡＲＴＩＮＡ，ＲＡＭ?ＮＭＬ，ｅｔ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ｉｆｏｃａｌｄｉｆ
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ｅｓ：ａｂｌｉｎｄ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Ｊ］．ＢｒａｉｎＳｃｉ，２０２１，１１（９）：１１８１．

［４１］　ＷＡＮＧＭＹ，ＸＩＡＯＷ．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Ｅｙｅ
Ｓｃｉ，２０１５，３０（１）：３８－４７．

（
JKLM

：
NO

　
PQ

）

（
RST

１４２
U

）

［２５］　ＫＵＢＹＳＨＥＶＡＮ，ＢＯＬＤＩＮＡＭ，ＥＬＩＳＥＥＶＡＴ，ｅｔａｌ．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１７，ＩＬ１８，ＴＮＦα，ａｎｄ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ＰＤ，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ＰＤｏ
ｖｅｒｌａｐ，ａｎｄ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Ｊ］．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ａｍｍ，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４６５２８９８．

［２６］　ＦＥＮＧＱ，ＹＵＹＺ，ＭＥＮＧＱＨ．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
ｔｏｒαｄｅｌａｙ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
ｅａｓｅｉｎｒａ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ＭＡＰＫ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ＳＯＣＳ３／ＴＲＡＦ１［Ｊ］．ＥｘｐＴｈｅｒＭｅｄ，２０２１，２２
（５）：１３１１．

［２７］　ＮＡＧＡＴＡＫ，ＮＩＳＨＩＹＡＭＡＣ．ＩＬ１０ｉｎ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ｓ［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２０２１，２２（９）：４９７２．

［２８］　ＯＵＹＡＮＧＷ，Ｏ′ＧＡＲＲＡＡ．ＩＬ１０ｆａｍｉｌ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Ｌ１０
ａｎｄＩＬ２２：ｆｒｏｍｂａ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Ｉｍ
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１９，５０（４）：８７１－８９１．

［２９］　
8vw

，
ø�x

，
yz{

．
|JúûJ}üuZ[«Êó

�

Ｃ１ｑ
f~Ñ�!=Âì×?

５
�}��bùÜ�Â

ìJö÷

［Ｊ］．
��1$-.

，２０１９，４８（１２）：１６１６－
１６１８，１６２１．

［３０］　ＪＩＡＮＧＳＨ，ＳＨＡＮＦＬ，ＺＨＡＮＧＹＷ，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ｅｒ
ｕｍＩＬ１７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ｅｒｕｍＩＬ１０ａｎｄＩＬ３５ｌｅｖｅｌｓ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Ｄ［Ｊ］．ＩｎｔＪＣｈｒ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
ＰｕｌｍｏｎＤｉｓ，２０１８，１３：２４８３－２４９４．

［３１］　ＷＥＩＢ，ＴＩＡＮＴ，ＬＩＵＹＧ．ＩＬ１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ＮＧＡＬｈａ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ＡＥＣＯＰ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ＫＩ［Ｊ］．ＩｎｔＪ
Ｃｈｒ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ＰｕｌｍｏｎＤｉｓ，２０２０，１５：６３７－６４４．

［３２］　ＱＩＮＧＨ，ＤＥＳＲＯＵＬＥＡＵＸＲ，ＩＳＲＡＮＩＷＩＮＧＥＲＫ，ｅｔａｌ．Ｏｒｉ
ｇｉ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Ｌ６ｉｎ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ｓ［Ｊ］．
Ｃｅｌｌ，２０２０，１８２（６）：１６６０．

［３３］　ＫＡＮＧＳＪ，ＴＡＮＡＫＡＴ，ＮＡＲＡＺＡＫＩＭ，ｅｔ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Ｊ］．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１９，５０（４）：
１００７－１０２３．

［３４］　
�lR

，
A��

，
��.

．ＡＥＣＯＰＤ
Z[«Ê

ＰＣＴ、ＩＬ６、
ＣＲＰ

e2�}¡���\ÂìJö÷

［Ｊ］．
]"1$)$

D

，２０１９，２５（６）：４４７－４５０．
［３５］　

��

，
�X�

．ＩＬ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ＣＲＰ
q

ＣＯＰＤ
;Û

ＣＰＨＤ
Z[u�fÜÔS\Uâ��

［Ｊ］．
Ï�1$ö÷�+

�

，２０２２，１９（１１）：４７－５１．
［３６］　ＲＵＷＡＮＰＵＲＡＳＭ，ＭＣＬＥＯＤＬ，ＤＯＵＳＨＡＬＦ，ｅｔａｌ．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Ｌ６ｔｒａｎｓ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ＩＭ２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ｓｏｍｅ／ＩＬ１βａｘｅｓｂｒｉｄｇｅ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ａｐｏｐ
ｔｏｓｉ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ｍｐｈｙｓｅｍａ［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
２０２２，１１９（３６）：ｅ２２０１４９４１１９．

［３７］　ＷＥＩＹＹ，ＺＨＡＮＧＤＷ，ＹＥＪＪ，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ｎｅｕ
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ｗａｙｍｕ
ｃｕｓｖｉａ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ｒｆ２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Ｂｉｏｍｅｄｅｃｉｎ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
ｅｒ，２０２２，１５２：１１３２４４．

（
JKLM

：
V*W

　
PQ

）

·８４１· +z!"1,-.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B

２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