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４２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ｊｃｒ ２０２１ ０８ ０３０
!"#$

：
X�#�E'�*+Ö�,-

（２０１８Ｄ０９１）
%&'(

：
qà

，Ｅｍａｉｌ：６４８９５１５８９＠ ｑｑ ｃｏｍ

·
e

　
f

·

?�Uj�#cpUaIÁÈ^|lm<+DYÅ

ou

１，　
pq

１，　
�%

１，　
&fr

２，　
3s

３

１
�±ACF

，
X� �±

７１００６８；２
�±ACFGHX�#t¤AFPQWUù~Ô*

，
X� �±

７１００６８；
３

�±ACFGHX�#t¤AFx�;P

，
X� �±

７１００６８

)*

：
?�Uj�#cp

（ＣＯＰＤ）
¼IÁÈ^|¤t{�PQ�¢cp

，
|p�

、
ÛÜ�¤�eÝ¦

。
¦^\�

ＣＴ（ＨＲＣＴ）
<F

3ó

ＣＯＰＤ
|}Ua1IÁÈ^|<�0�'§G¦

。
UaIÁÈ^|}_`~áù

，
Ç�õùÔ�M

，
p�¿»Õ�

。
Ø�e

Ù

ＣＯＰＤ
UaIÁÈ^|Äp�<yõÚÛÏ73C}<ù¶aYi\)+D

，
�op<lm¡qI<Äé

，
t_`GHl[¼

Eü

。
à-:?·¸Wop\]<áâÈ�

，
�h

ＣＯＰＤ
UaIÁÈ^|ålYÔ@+D

。
o94ÔÓÈq

、
IÁÈ^|D&C

!¨3jk�

ＣＯＰＤ
UaIÁÈ^|<¥IlmYÅYi�¢ef

，
aùó�Í^�E!lm�

ＣＯＰＤ
aIÁÈ^|<¥I+

DYÅ

。
123

：
?�Uj�#cp

；
IÁÈ^|

；
lm

45678

：Ｒ５６３　 Ｒ５６２ ２＋ ２　
9:;<=

：Ａ　
9>?8

：１６７４－８１８２（２０２１）０８－１１２８－０５

　 　
?�Uj�#cp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

Yi�ÄÅ<ñ��Á¤)]tËÌ

。
ØeÙÉÏ

ＣＯＰＤ
|p��eJÝ

，２０１８
e

４０
L3¨Òv¤

ＣＯＰＤ
|p

�t

１３ ７％，
ÆopÐ

４
BÛÜÌ¸

，
tAm�¢ùÙeù,

~

［１］。
IÁÈ^|Æ?�~¼D�ëó<Áýîó±Â¼

^|<¥äº»

。ＣＯＰＤ
Á�Ál

，
àÚUa~<µ4ì

ＣＯＰＤ
ÛÜ�v¦æ/

。
IÁÈ^|Æ

ＣＯＰＤ
�t{�<U

a~

，２０１４
e

ＧＯＬＤ
È�¯ÔBÚôt

ＣＯＰＤ
<Ô!_`=

x

，
t_`�õÀcp<Sò¼lmGHIl[

［２］。
é_`

A«�

ＣＯＰＤ
UaIÁÈ^|<ù¶åæÝ

，
=9ùó�

ＣＯＰＤ
UaIÁÈ^|<lm¥I+DYÅYief

。

１　
iR~�

+D='

，
?�~

、
ÒÓ

－
SOûh�

、
=´RêCëÝ

¼b�)Îëó<

ＤＮＡ
þ�Ã¬)-&pqãäÁÂW

ＣＯＰＤ
¡]

［３］。
3{�¼7{�¸¹¼ï<b�)Î

、
dâ

sx=>

、
��VÍ�Æª¼ö12¸5<2jå)ëó

ＣＯＰＤ
|}<Áý9ø

、
#Ã��¼?ÁV!

，
-.IÁÈ

M�î®

、
Àï#=¼¿E&#KL

，
8�<#-.¥äëó

Á¤)]

，
YÔ@×��¡O£¤<ç`

，
IÁÈH8ÒÓ1

2<ÃÄ��yõ

，
ëóIÁÈ^|

。
�K��ÃÄÆ

ＣＯＰＤ
<7úO¸

，
¦hã���<O

Ýô�ß0rs

，
-:Üt²í�x12çÝÁÂÆ

ＣＯＰＤ

<^5Äpãä

。
S¸5

κＢ（ＮＦκＢ）¼ÎÍ��

１（ＡＰ１）
X

Y4Q�}¼

ＣＯＰＤ
|}<ÒÓ12;=>ÒÔ

，
aQë

~12¸5¼��V<=>

，
�WÔ6b�)Î

［４］。
Q�Á

Cä|}����

，
aW��ÃÄ¬ª,\]

［５］。
���

�ð¶ì

ＣＯＰＤ
|}¿d»ÄEPQý<§E!YÇ¼D

�

，
ëóÁýÒÓ-.¼?�~

，
aÁOÄp�Õ�

［６］。
-

:

，
æÁ^x¤DXM_R

、
#PQR

、
Úb^4_R¼ð

eÉu2RÆW

ＣＯＰＤ
'§\]<pÌx

。
PQý7YÇR

Xó<8�D�ëóIÁÈM09ø3ÁýUj

，
ÁýUj

ÚYÔ@õùD�

，
P}åïÕ�^�

，
õ3~8)3PQ

ý)]

，
YÔ@9øPQýºê

，
åï¡ú�IÁÈ^|

。

２　
o

　
p

２ １　
ab¢I

２ １ １　
è�

　
Q�Æ|Ü<ó

ＣＯＰＤ
<¥7ú��¸¹

，
è

�Á×<lúMFlm<

ＣＯＰＤ
Ç�õùÔ�

、
ëc�Sb

ñ¼ð¶<Q�

ＣＯＰＤ
}<#5Â

，
Æ

ＣＯＰＤ
UaIÁÈ

^|lm�æÁ<<�Õ

［７］。
M�C}Üt

，
C!Óûè�

'§ýh[5�

。
+D='

，
»UvÈÁ§2G¦ñ�èò

�

，
4veùQ�};

，
»UvÈ�U·ë�R<�«W»

¿�

，
�hQ�

ＣＯＰＤ
|}

，
»UvÈÁôtÓûè�¯c<

C!lmE�

［８－９］。
[5�ì�}L|

ＣＯＰＤ
<��¿¦

，
n

ÁÂëóÇ�XR�¤12�#

、
ã��#

、
ÀÊ�#

3ÜM�#Â-.<ÄE

［１０－１１］。
È%¦h[5�3ÚXÖ�

C!û<±°�?BíXÃÄ@A

，
�ÙÓûè�<±°�

¼¡W�?½êr

，
aæ�f�hè�

。
２ １ ２　

u7bm

　
Êg+D§¨

，
|}�oWu7bm%S

ªz\]

，
é4¿M<C}�AÔ#�G0ûÓ

，
Ütbm%

SÁ��|}Ü{xïÍ23��

，
Å%S<u7bmÁÂ

·８２１１· 　
;Ï_`+D

　 ２０２１
e

８
fÐ

３４
ÑÐ

８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Ｒ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８　



ëó|}Æ2æÝ

。
+D='W��K\�

，
u7bm)�

}<@i%S3x6Í2<

，
#5Â

、
3+®Fï3

、
'�á

��

，
PQôõ¬ù

［１２］。
¸õ

，
Å«u7bm}¿)Yi

#��=Ì¨ëcÜ{Í2Âï

、
®Fï33#5Â

。
２ １ ３　

#��lm

　
xïÍ23<Wæhº\¡]

，
#��

lmÁyõ|}xïÍ2

，
Ú;¥3u

、
¡W<E�Æ@i=

Ì

。
+D='

，
@i=Ì}<EÍû3

、
âx'�á�4

６
ö

f%¤¡Xëc

［１３］。
4sÏ§ô¨©��+D;

，
IÁÈ^

|W

ＣＯＰＤ
|}4#��Vï�3#��o<Æ2¼'�á

�EF<ëcÀí

，
AIñqIÁÈ^||}<{¹#��

lm

［１４］。
|}56

、
dÉÈqv�ÙÆ#��æÁ,·<K

ï¥^

，
ÁöYcpÈq¼¿�<�o

。
２ １ ４　

�N

　
+D='

，
w!¤D¼#QR�N

ＣＯＰＤ
}

4¤DOÕMFÔ�3ÛÜ�¤'§ð¶

，
aÁ×<\]A

m©�

，
àÈ%w!�N}ÁÄE�o<\¥,°â8)

，
Ò

Ó®¿

、
ðñ

、
ç¿¼¶a

，
Ú;¥ÃùaÄ~Æ�È

－
Ê�e

UÌ

（ＧｕｉｌｌａｉｎＢａｒｒ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à4_`;ÀÚ[�

［１５］。
\

�hæh8)

，ＣＯＰＤ
}w!�N²³¿B

，̧
õ-:BMC

}�fB#QR�N¼¤D�N�heK�B,p��ù

<

ＣＯＰＤ
|}

，̈
ð¶|}Ç�õùÔ�3LMF�

。
２ ２　

µtRS

２ ２ １　
IÁÈ^|DWQP�TÓûÎ¹

　
{�<IÁÈ

^|DÒÓu�ÅWs°uÂC!

（ＬＡＭＡ）、
ÅW β２ )xÎ

2D

（ＬＡＢＡ）
7U

ＬＡＭＡ、
QP�TÓûÎ¹

（ＩＣＳ）
7U

ＬＡＢＡ。
éM,+D¤='

ＩＣＳ ／ ＬＡＢＡ ／ ＬＡＭＡ
�7C!lm

;

、
ù

ＣＯＰＤ
,"@Ç�õù}Áëc�o

，
×<Ãùæh

N+<ÄE

。
Ô,¨;

、
ù

ＣＯＰＤ
Ç�õùÔ�

、
#ÄE

��

、ＦＥＶ１
t7úäó<��^�º»='

，
W

ＬＡＢＡ ／ ＬＡＭＡ

P7lmWÅWIÁÈ^|DuClm\�

，ＩＣＳ ／ ＬＡＢＡ ／
ＬＡＭＡ

7Ulm4ð¶;ù

ＣＯＰＤ
Ç�õùÔ�¼ëc#

5Â

、
ð¶ÛÜ�EF¥¡W

，
àÈ%ÄE#��Ý¦

［１６］。
¶Mdn

（１ ～ ５ ｍｇ ／ Ｌ）
<ýuÚÁy¹QP�TÓûÎ¹

�

ＣＯＰＤ
<sô�

［１７］。
XR�¤12

（ＥＯＳ）
£���¦¶

WÁý1R,é3

ＩＣＳ
lmo~áëc��\]

，ＬＡＢＡ
,

ＬＡＭＡ
7U

ＩＣＳ
Áëc

ＥＯＳ
y¦|}<#5Âa×<Ç�õ

ùÔ�

，
àÁyõPQýD���

，ＥＯＳ
£���¦¶W

ＩＣＳ

lmo~áëc��\]

，
n

ＥＯＳ
£�ð¶WÁý1R,é

yõ¡]

。
¸õ

，
�h

ＣＯＰＤ
UaIÁÈ^||}ì�

ＩＣＳ
<

D3)B

ＥＯＳ
£���êë47

，̈
ëc#5Â

，
×<Ç�õ

ùÔ�3PQýD���

［１８］。
２ ２ ２　

QRPßV

４
CäD

　
QRPßV

４（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ＰＤＥ４）

ß0r'Ælm�!cp

（
"

ＣＯＰＤ、
PË

、
Tbp&Ú

b~�cp

）
<Z�C!Jó

。
¦h

ＰＤＥ４
CäDÁCä

~128)

，
{0�Ùlm

ＣＯＰＤ，
Á¡W×<

ＣＯＰＤ
Ç�

õù��

。
¾ì}ËÆ=Ày;þÔ0qQ�hlm

ＣＯＰＤ

<C!

，
an4lm;§¨0§2W»

，
¾ì}Ëÿ¹

５００

ｍｇ ／ ｄ
Á×<|}Ç�õùÔ�

、
ëc#5Â

、
�îPQôõ

~á

［１９］。
Ög-:

，
?B�ÏÏÒ¡]h

ＰＤＥ４
CäDlm

IÁÈ^||}<+Düý

。
２ ２ ３　

sRC!

　
B�7ßÀsRC!ì|¡M!�Á

ýcp<|})³

，
Á×<

ＣＯＰＤ
Ç�õù<"�aëc

ＣＯＰＤ
¼IÁÈ^||}<EÍû3

，
Å«ì�B�7ßÀs

RC!Á¡W��

ＣＯＰＤ、
IÁÈ^|p�Õ�

。
`sRô�

3

，
B�7ßÀC!ÃÁ×<ÁýD�ÚÛ<H��IE¼

Áý~

，
×<Qá12yE

，
ëc# Æ25Â

。
AßE!

CW)ÁìB�7ßÀC!4

ＣＯＰＤ
|}lm;²³

。
4

;

、
ù

ＣＯＰＤ
�Y|};

，
���sE¹<ì�Á¡W��

ＣＯＰＤ
õùaëcEÍû3

，
Ú;æ©£¹

、
9£¹¥¡W

。
ＣＯＰＤ

|}ÿ¹æ©£¹

５００ ｍｇ，̧
D

１
Ô

，
ñ�

３ ｄ，
]o=

ñD3

２５０ ｍｇ，̧ ２
D

１
Ô

，
ñ�

３
öf

，
Á¡Wð¶Ç�õ

ùÔ�

［２０］。
��^�º»§¨

，
�hIÁÈ^|}

，
¹�æ

©£¹}<

ＣＯＰＤ
Ç�õùÔ�'§¶h9£¹

、
¾9£¹

，
4��Ç�õùEFW»¿�

［２１］。
_`Ò

ＣＯＰＤ
UaIÁÈ

^|}MtSe|}

，
MÄE8�D�

，
{�B�7ßÀsR

C!IE°C�

，̧
õ�hõÀ|}Á7�ðÜsRC!¨

6äD�

，
"çYRö>b�Ê=>

、
Rç��>b�Ê=

>&

。
２ ２ ４　

H�fîD

／
sb�D

　 ２０２０ ＧＯＬＤ
È�È0H�f

îDÁð¶

ＣＯＰＤ
UaIÁÈ^|}<Ç�õù��

，
aë

c'�á�

［２２］。
_`Ò�_BH�fîDôt{¹_ÐC

!

，
7úÒÓS¥}=

、
TM}=

，２０２０
e

ＧＯＬＤ
È�B

Ｎ
K

L¡(ÏRÙVú47

。
AßC!Áëc|}~á

，
"×<

Ð�3ëcEÍû3

，
a×<

ＣＯＰＤ
UaIÁÈ^|Ç�õ

ù"�

。
¡C}BTM}=

６００ ｍｇ ／ ｄ，
S¥}=

１ ５００ ｍｇ ／ ｄ

¼

Ｎ
KL¡(ÏR

１ ２００ ｍｇ ／ ｄ
A�!H�fîD!��

，
º

»='�}¤Á¡Wð¶

ＣＯＰＤ
UaIÁÈ^||}Ç�õ

ù��

，
G¦EÍû3

，
nTM}=< xmW3±°�¤ý

hm3©!C!

［２３］。
２ ２ ５　

=E¹

Ｄ　
=E¹

Ｄ
4ÔÕtxï��EFÛº]

÷ô�

，
�E¯¼®F'�g]ùú

，
gO=E¹

Ｄ
Á¨ð¶

Ç�PQýD���

。
M�

ＣＯＰＤ
|}{·¸=E¹

Ｄ，
+D

Äé

，
ÿ¹=E¹

Ｄ ２ ５ ｍｇ ／
f,

３ ｍｇ ／ ２
f,

３０ μｇ ／ ｄÁ×<

２５
CÖ=E¹

Ｄ
��

＜２５ ｎｍｏｌ ／ Ｌ
<

ＣＯＰＤ
|}Ç�õùÔ

�

，
�h���¦}Ú('§ô�

［２４］。
¸õ

，
ÁMN|}M

ç

２５
CÖ=E¹

Ｄ
��Èë_`Ò

ＣＯＰＤ
|}<öx�=

E¹

Ｄ
lm

，̈
ëc�o

，
ð¶cpÕ���

。
２ ２ ６　

E!lm

　
é¡<lmE�¬4×¯~á¼×<Õ

�"�

，
àæëÝp¬

。
ñM

ＣＯＰＤ
|}&Èw)qÉQl

m

，
à~áå¡õù

。ＣＯＰＤ
lm<IE�b;hJôlmÁ

ý~

、
ÁýUj

、
ùÒ¼#9ø<^5ãä

。
&ÈBX+à

;�¤12Áý~Æ

ＣＯＰＤ
;¥7ú<Àx

，
àÙÁ¦X

R�~ÚÛ

。
NA£

，
¦>

４０％
<

ＣＯＰＤ
|}µ4XR�

~

，
n

ＥＯＳ
nyõW

ＣＯＰＤ
Ç�õù\]

［２５］。
ØeÙ

，
uvwsxß0�hlm�!Ãùcp

，
"À�

°�]Õ

、
¹ð�jê

、
MÄ���~

、
:~D�&

。
A

ÀC!�¡��ÔÕô�

，
Á¨�sËY<12¸5aCä

·９２１１·　
;Ï_`+D

　 ２０２１
e

８
fÐ

３４
ÑÐ

８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Ｒ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８　



ËY<V,XY^5

。
é4

６０
M!uvwsxß0qQ�

h_`lm

［２６］。
M�|}�uvwsx°)�h�

，
à¦h

uvwsxCä���¢

，
ÁÂ)OÄºSp

、
Kx³&�

hÇ¥«cp<LU

。
4#¥cp<lm;

，
uvwsxß

?@�hPËnW»§2

［２７］。
4é¡+D0l

，
¥¡:û<

E!lmÆUò

ＩＬ５
,Ú)x<C!

，
7úÒÓ{S>us

¼��>�us

。
s

ＩｇＥ
¼s

ＩＬ５
sxéßïtù~PË{¹lm<Ô¥

^

，
s

ＩＬ５
sxß0r'�ù~XR�PËv{¡W

［２８］。
A

ßÄéìíÔßÏÏC}IEÉÙ

，
#Aßsx4M�;

ＥＯＳ
£��¦<

ＣＯＰＤ
|};ÙÁÂ¡W

。
õo

，
©!s

ＩＬ５

<uvwsx

（
{S>us¼��>�us

）
4

ＥＯＳ
=x<

ＣＯＰＤ
|};Yi��

。
２０１７

e

，Ｐａｖｏｒｄ
&

［２９］
Yi©,]ã

、
±VD��

、
¬

、
�iK��

（ＭＥＴＲＥＸ
¼

ＭＥＴＲＥＯ）。ＭＥＴＲＥＸ
TOP

８３５
u

|}

，
aBÚ^t

２
K

：（１）
PK%M�

ＥＯＳ
£�

＞１５０
ö

／ μｌ，
,Ã.

１
e7M�

ＥＯＳ
£�

＞３００
ö

／ μｌ；（２）PK%M�

ＥＯＳ

£�

＜１５０
ö

／ ｕｌ，
,4Ã.

１
e;(rN§¨M�

ＥＯＳ
£�

＞

３００
ö

／ μｌ。�h

ＥＯＳ
=x

（＞１５０ ／ ｍｍ３）
<

ＣＯＰＤ
|}

，̂
y

"Ï

１００ ｍｇ（ＭＥＴＲＥＸ
��

）
¼

１００
,

３００ ｍｇ（ＭＥＴＲＥＯ
�

�

）。
©,��<7úäóåÆ;,ùÕ�

。
+D='

，
Ww)±VDlm<|}\�

，
4w){S>us

１００ ｍｇ
l

m<|};

，
ù

ＣＯＰＤ
},ÃùÕ�<��ð¶

２３％［２５］。
4

ＭＥＴＲＥＸ
+D;

，
{S>usÁð¶

ＥＯＳ，
yõ

ＣＯＰＤ
|}

<eõù�

，
à4 xtî;é¡´µX�±VD¡§2<

³�

［２５］。
+Dº»§¨

，
W±VD\�

，１００ ｍｇ
D3<{S

>usW�¶<eÕ�(�¡]

。
õ3

，
Ã¡+D§¨

，
4M

�;

ＥＯＳ
£��¦<|};W»¥�

。
２０１９

e

，Ｆｅｒｎａｄｅｚ Ｒｏｍｅｒｏ
&

［３０］
�Íq¡]{S>usl

mXR�

ＣＯＰＤ
|}<_`mW

、
±°�¼ðô�<9:

，
a

í0º1

，
4�,��;

，
"¡Ô,+D='{S>us�

ＣＯＰＤ
|}¸e<p�Õ�¡§2¿À

。
õ3

，Ｃｏｎｄｒｅａｙ
&

［３１］
¿B1�^�

ＭＥＴＲＥＸ
¼

ＭＥＴＲＥＯ
+D<º»

，̈
á

YW{S>usmW\]<RêÝ 

，
A,No^�BÂá

YRê�{S>uslm8)<¿À

。
Øe¡+D§¨

，
mÔ!uvwsx

，
��>�usÁ�

h��

ＣＯＰＤ
Ç�õù

［３２－３３］。
��>�usÁ¨ðwºU

ＥＯＳ
<

ＩＬ５
)x α ´Ö

，
aQÚd³H.12

（ＮＫ ｃｅｌｌ），
Z

Ã12>ÜOë

ＥＯＳ
<#(§A

。
³5©,�«+D

（ＧＡＬ
ＡＴＨＥＡ

¼

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
+D

）
�

ＥＯＳ
=x<

ＣＯＰＤ（＞ ２２０ ／
ｍｍ３）

<|}Yi��>�us��

，
+D§¨

，
4

５６
+%

，
W±VD\�

，
_`D3��>�us¤B§2×<

ＣＯＰＤ

Ç�õù�

［２５］。
é¡+D�hs

ＩＬ５
usC!�

ＣＯＰＤ
|}lmaé¡

§¨0Ôó<º»

，̧
õ¡C}ÜtÖhM�;

ＥＯＳ
�3<

lmÁÂÆøx<ÉÙ

，̧
té¡¹¡ï<rN='Ðò8

1q#KL;

ＥＯＳ
<�3¼5Â

。ＴＮＦ
CäD0r'Á×<

Ôv¥^ÃùPË|}<MF�

，
&ÈAÀC!lm

ＣＯＰＤ

UaÀ�°�]Õ|}Á=é0È_<W»

，
à�æUa

À�°�]Õ<

ＣＯＰＤ
|}(W

［３４］。
-:_`Ò]h

ＣＯＰＤ
<uvwsxlm<+D/<

，
¦h

ＣＯＰＤ
412¼^

5��Ò<ÄpãäÀÚ��

，
s

ＩＬ５
,

ＴＮＦα <mWµ4

�f

［３］。
uÔ<uvwsxæÁÂ�X¡íîå¡W

，
AÁ

Â810_`uÔ<12¸5,Þ�¸54?�Uj�#c

p;¤æÛ7ëô�

［３５］。
412

、̂
5

、
Rê¼����Ò

¿��qî

ＣＯＰＤ
<ÄpãäÁÂ)4ËY=x<

ＣＯＰＤ
|

}îx;¿¡½���ì�uvwsx

。
BÙ<+Dlú�

Pc<|}îx<OPÉQYi¿ÃÄ<]ä

，̈
'áuv

wsx�ËY=x<

ＣＯＰＤ
lm<¡W�

。
２ ３　

âãRS

　
+D='

，
#iÇjkÆð«

ＣＯＰＤ
|}<

¥ÕlmE¦

［３６］。
_`ÒÁc¼<k¦ÒÓ¬#iÇ

、
uÉ

#iÇ3P#iÇ

，
�h×i#iÇjk<|}

，ＢＯＤＥ
@^

Á¨��|}jk<�o3Eµ�

［３７］。
�h

２
xPQ@A<

ＣＯＰＤ
|}

，ＥＣＭＯ
Átð«

ＣＯＰＤ
|}GH¿Å<%SÙt

jkYiO^<k:QZ

［３８］。
�h&½#{¼æ�Z#i

Çjk*+<|}

，
#×djk

（ＬＶＲＳ）
ÁµÅEµ�

，
at

#iÇjkGHÃ"%S

。ＬＶＲＳ
ZÃâ`��

、
9ø

、
(5

Â<#KLÙlm

ＣＯＰＤ，
ÁG¦lC!Önlm<

ＣＯＰＤ
|

}µÍ�

，
ëc|}#5Â3WxEÍû3

［３９］。
àØeÙ¸

ÚÃù<aÄ~

，
_`Ò/<�

ＣＯＰＤ
|}Yi

ＬＶＲＳ
jk

。
IÁÈ²#×dk

（ＢＬＶＲ）
ÆÈ4J#�<IÁÈ7jÒu

ôÍI&WÒ

，̈
õ>X#×dW»

，
W

ＬＶＲＳ
\�

，ＢＬＶＲ
Á

yõ|}<

ＦＥＶ１
3# 3

，
G¦EÍû3

，
naÄ~<

，
ÛÜ

�¶

，
�_4_`Ò)�

［４０］。
IÁÈ^||}Û8�sD�oBíX¡W6ä,Ua

BXM%)3%"Ï#�â`

／
lâ`

／
#â`jklm

。
+

D='

，
w)jklm<<=IÁÈ^||}

ＢＭＩ ｚ
^�G

¦

，̧
e~�ñQsE¹�3×<

，ＢＭＩ
È�

、̧
eõù"�

、
ÿ¹sE¹�3¼#5ÂÚ('§Ý�

［４１］。
jklm�h

¡¾)Ì<

ＣＯＰＤ
¼IÁÈ^||}¤¡³�

，
_`Ò�h

ＣＯＰＤ
UaIÁÈ^|<|}

，
)Np�Ãù¬

、
7ú~á

3�o¡Yk¦

，
à-:?(

ＣＯＰＤ
UaIÁÈ^|jkl

m<\]+D3È�

。
２ ４　

uv;kwxWã

　
_`Ò"Ï

ＣＯＰＤ
�Y«<|}

Å«ì�u7(¨ãÎZÁ

（Ｓ ／ Ｔ
�¦

，
mÁ3

８ ～ １０ ｍｌ ／ ｋｇ）
ÁëcPQ@A

、
Pï@A~á

，
ëcbU

，
×<Pb�)Y

!

，
45×<Ç�õùÔ�3MF�

［４２］。ＣＯＰＤ
Ç�õù}

UaPQ@A%)´À"ÏãÎZÁ

，
(¨z]ãÎZÁ(

lÁÈÌÈ

，
Á×<|}¨.

。
+D='

，
Å«)�(¨z]

ãÎZÁÁð¶

ＣＯＰＤ
�Y«

、
Ç�õù«UaPQ@A}

<pÛ�

［４３］。
(¨z]ãÎZÁ(û¡¨ZÁ�ãÁ×<

�ãôõ

、
PQã,-¨3PQã\]�#

。
¡¨

－
(¨ã

ÎZÁóôm�Á¡W�îPQ®ðñ

，
ð¶PQã\]�

#ÄE�

，
ëc#5Â

。
\�hê¢lm

，
óôlm<PQ

ã\]�#ÄE�

、
LÔÌÈ�'§/ð

［４３］。
_`Ò�h

ＣＯＰＤ
|}<lmM��IÁÈ^|D

、
s

·０３１１· 　
;Ï_`+D

　 ２０２１
e

８
fÐ

３４
ÑÐ

８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Ｒ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８　



RC!

、
_Ð

、
ëcpÑá�3EhIñ&lm

，
�hUaI

ÁÈ^|}<+DÚåµæÝ

。
-:�h

ＣＯＰＤ
|}<lm

0éIYÅ

，
�hËYÀx<

ＣＯＰＤ
|}Á��E!äD

（
u

vwsx&

）、
jklm

，
àå·<4UaIÁÈ^|})�

<+D

，̧
õålYÔ@+D

ＣＯＰＤ
UaIÁÈ^|}<E

!lm

、
jklm<¾)Ì

、
�x�33mW

。
t|}GHU

q<lmEü3v�wþ

，̈
G¦|}Eµ�3EÍû3

，
ë

c~á3�o

，
at_`Òlm

ＣＯＰＤ
UaIÁÈ^|GH

¡ï

、
áâ<q1Iñ

。

EF9:

［１］　 Ｗａｎｇ Ｃ，Ｘｕ Ｊ，Ｙ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ＰＨ）ｓｔｕｄｙ］：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８，
３９１（１０１３１）：１７０６－１７１７．

［２］　 Ｖｏｇｅｌｍｅｉｅｒ ＣＦ，Ｃｒｉｎｅｒ ＧＪ，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ＦＪ，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７ ｒｅｐｏｒｔ．ＧＯＬ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Ｊ］．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９５（５）：５５７－５８２．

［３］　 Ｐａｒｒｉｓ ＢＡ，Ｏ′Ｆａｒｒｅｌｌ ＨＥ，Ｆｏｎｇ ＫＭ，ｅｔ 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ａｎｄ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ｍｍ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ｈｏ
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Ｄｉｓ，２０１９，１１（Ｓｕｐｐｌ １７）：Ｓ２１５５－Ｓ２１７２．

［４］　 Ｈｉｋｉｃｈｉ Ｍ，Ｍｉｚｕｍｕｒａ Ｋ，Ｍａｒｕｏｋａ Ｓ，ｅｔ 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ｍｏｋｅ
［Ｊ］．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Ｄｉｓ，２０１９，１１（Ｓｕｐｐｌ １７）：Ｓ２１２９－Ｓ２１４０．

［５］　 Ｗａｎｇ Ｊ，Ｌｉｎｘｗｅｉｌｅｒ Ｍ，Ｙａｎｇ Ｗ，ｅｔ 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ｕ
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ｉｒｗａｙ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Ｊ］．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９，１０（３９）：
３８３５－３８３９．

［６］　 Ｃｈａｌｅｌａ Ｒ，Ｇｅａ Ｊ，Ｂａｒｒｅｉｒｏ Ｅ．Ｉｍｍｕｎ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Ｄｉｓ，２０１８，１０（Ｓｕｐｐｌ １８）：Ｓ２１８６－Ｓ２１８９．

［７］　 Ｐｅｚｚｕｔｏ Ａ，Ｃａｒｉｃｏ 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ｍｏ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 ａｎｄ 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Ｃｌｉｎ Ｒｅｓｐｉｒ Ｊ，２０２０，１４（１）：２９－３４．

［８］　 Ｌｅ Ｍａｏ Ｒ，Ｔｒｏｍｅｕｒ Ｃ，Ｐａｌｅｉｒｏｎ Ｎ，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ｅｎｉｃｌｉｎｅ ｏｎ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ｃ

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ａ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ＣＯＰＤ，２０２０，１７（１）：
７－１４．

［９］　 Ｔｕｉｓｋｕ Ａ，Ｓａｌｍｅｌａ Ｍ，Ｎｉｅｍｉｎｅｎ Ｐ，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ｅｎｉ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ｐａｔｃｈ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ｏ ｑｕｉｔ ｓｍｏｋｉｎｇ：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Ｂａｓｉｃ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９（１）：７８－８４．

［１０］Ｐｅｒｅｚ ＭＦ，Ａｔｕｅｇｗｕ ＮＣ，Ｍｅａｄ ＥＬ，ｅｔ ａｌ．Ａｄｕｌｔ Ｅ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 ｕｓｅ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ＰＤ［Ｊ］．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２０１９，１６（２０）：３９３８．

［１１］Ｈｅｎｒｙ ＴＳ，Ｋａｎｎｅ ＪＰ，Ｋｌｉｇｅｒｍａｎ ＳＪ．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ｖａｐ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５）：１４８６－１４８７．

［１２］Ｃａｎｉ ＫＣ，Ｍａｔｔｅ ＤＬ，Ｓｉｌｖａ ＩＪＣＳ，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ｏｍ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

［Ｊ］．Ｒｅｓｐｉｒ Ｃａｒｅ，２０１９，６４（１１）：１３９２－１４００．

［１３］ Ｎｇｕｙｅｎ ＨＱ，Ｍｏｙ ＭＬ，Ｌｉｕ ＩＡ，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ａ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Ｊ］．ＪＡＭＡ Ｎｅｔｗ Ｏｐｅｎ，２０１９，２（８）：ｅ１９９６５７．

［１４］Ｐａｔｅｌ Ｓ，Ｃｏｌｅ ＡＤ，Ｎｏｌａｎ ＣＭ，ｅｔ 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ｏｎ
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ａ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ｔｃｈｅｄ ｓｔｕｄｙ［Ｊ］． 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２０１９，５３
（１）：１８０１２６４．

［１５］Ｋｏｐｓａｆｔｉｓ Ｚ，ＷｏｏｄＢａｋｅｒ Ｒ，Ｐｏｏｌｅ 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１８，６：ＣＤ００２７３３．

［１６］Ｃａｚｚｏｌａ Ｍ，Ｒｏｇｌｉａｎｉ Ｐ，Ｃａｌｚｅｔｔａ Ｌ，ｅｔ ａｌ．Ｔｒｉｐｌ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ｄｕａｌ ｌｏｎｇａｃｔｉｎｇ ｂｒｏｎｃｈｏｄｉｌａ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ＣＯＰＤ：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２０１８，５２（６）：１８０１５８６．

［１７］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Ｇ，Ｃｏｔｔｏｎ 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Ｓ，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ｅ ａｓ ａｄ
ｊｕｎｃｔ ｔｏ ｉｎｈａｌｅｄ 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ｏｎ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 ＪＡＭＡ，２０１８，３２０（１５）：
１５４８－１５５９．

［１８］Ｃｏｎｔｏｌｉ Ｍ，Ｐａｕｌｅｔｔｉ Ａ，Ｒｏｓｓｉ ＭＲ，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ｈａｌｅｄ
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ｏｎ ｓｐｕｔｕ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ｒａｌ ｌｏａｄｓ ｉｎ ＣＯＰＤ［Ｊ］．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２０１７，５０（４）：１７００４５１．

［１９］Ｐａｒｉｋｈ Ｎ，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ｉ ＡＫ．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４（ＰＤＥ４）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ＰＤ：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ｓ［Ｊ］．Ｃｕｒｒ Ｍｅｄ Ｃｈｅｍ，２０１６，２３（２）：１２９－１４１．

［２０］Ｍｏｎｔóｎ Ｃ，Ｐｒｉｎａ Ｅ，Ｐｏｍａｒｅｓ Ｘ，ｅｔ ａｌ． 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 ｃｏｌｉｓｔ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ｙｃｌｉｃ 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Ｉｎｔ Ｊ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 Ｐｕｌｍ Ｄｉｓ，２０１９，１４：
２３６５－２３７３．

［２１］Ｌｉ Ｗ，Ｑｉｎ Ｚ，Ｇａｏ Ｊ，ｅｔ ａｌ．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ｏｒ 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ｃｙｓｔｉｃ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Ｊ］． Ｃｈｒｏｎ Ｒｅｓｐｉｒ Ｄｉｓ，
２０１９，１６：１４７９９７２３１８７９０２６．

［２２］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１
１０］．ｈｔｔｐｓ：／ ／ ｇｏｌｄｃｏｐｄ．ｏｒｇ．

［２３］Ｒｏｇｌｉａｎｉ Ｐ，Ｍａｔｅｒａ ＭＧ，Ｐａｇｅ Ｃ，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ｕｃｏｌｙｔｉｃ ／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ｒｄｏｓｔｅｉｎｅ，ｃａｒｂ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ａｎｄ
Ｎａｃｅｔｙ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Ｊ］．Ｒｅｓｐｉｒ Ｒｅｓ，２０１９，２０（１）：１０４．

［２４］Ｊｏｌｌｉｆｆｅ ＤＡ，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Ｌ，Ｈｏｏｐｅｒ ＲＬ，ｅｔ ａｌ．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ｅｘ
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Ｐ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Ｊ］．Ｔｈｏ
ｒａｘ，２０１９，７４（４）：３３７－３４５．

［２５］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ＤＫ，Ｈａｎａｎｉａ ＮＡ．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ＩＬ５ Ｉｎ ｃｏｐｄ［Ｊ］． Ｉｎｔ Ｊ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 Ｐｕｌｍ Ｄｉｓ，２０１９，１４：１０４５－１０５１．

［２６］ Ｂａｙｅｒ Ｖ．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Ｊ］． Ｓｅｍｉｎ Ｏｎｃｏｌ
Ｎｕｒｓ，２０１９，３５（５）：１５０９２７．

［２７］ Ｂｅｌ ＥＨ，Ｔｅｎ Ｂｒｉｎｋｅ Ａ． Ｎｅｗ ａｎｔｉ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 ｄｒｕｇｓ ｆｏｒ ａｓｔｈｍａ ａｎｄ
ＣＯＰＤ：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１７，１５２（６）：１２７６－１２８２．

［２８］Ｔｚｏｒｔｚａｋｉ ＥＧ，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Ａ，Ｋａｍｐａｓ Ｄ，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ｍａｌｉｚｕｍａ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ａｓｔｈｍａ：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１３１１·　
;Ï_`+D

　 ２０２１
e

８
fÐ

３４
ÑÐ

８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Ｒ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８　



＂ ｒｅａｌ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 Ｐｕｌ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１２，２５（１）：
７７－ ８２．

［２９］Ｐａｖｏｒｄ ＩＤ，Ｃｈａｎｅｚ Ｐ，Ｃｒｉｎｅｒ ＧＪ，ｅｔ ａｌ．Ｍｅｐ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ｆｏｒ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７，３７７
（１７）：１６１３－１６２９．

［３０］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Ｒｏｍｅｒｏ ＧＡ，Ｂｅｒｏｓ Ｊ，Ｃｒｉｎｅｒ Ｇ．Ｍｅｐ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Ｊ］．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 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２０１９，１３（２）：１２５－１３２．

［３１］Ｃｏｎｄｒｅａｙ ＬＤ，Ｇａｏ Ｃ，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Ｅ，ｅｔ ａｌ．Ｎ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ｐ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 ＣＯＰ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ａ

［Ｊ］．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２０１９，１５５：２６－２８．
［３２］Ｃｒｉｎｅｒ ＧＪ，Ｃｅｌｌｉ ＢＲ，Ｂｒｉｇｈｔｌｉｎｇ ＣＥ，ｅｔ ａｌ． Ｂｅｎｒａｌｉｚｕｍａｂ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Ｄ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１）：
１０２３－１０３４．

［３３］Ｌａｎ ＳＨ，Ｌａｉ ＣＣ，Ｃｈａｎｇ ＳＰ，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５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Ｊ］．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ｍ
ｍｕｎ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２０．

［３４］Ｍａ Ｙ，Ｔｏｎｇ Ｈ，Ｚｈ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Ｒｅ
ｓｐｉｒ Ｒｅｓ，２０１９，２０（１）：１４４．

［３５］Ｍａｔｅｒａ ＭＧ，Ｐａｇｅ Ｃ，Ｒｏｇｌｉａｎｉ Ｐ，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
ｂｏ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Ｄｒｕｇｓ，２０１６，７６（１３）：１２５７－１２７０．

［３６］ Ｉｎｃｉ Ｉ． Ｌｕ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ｍｐｈｙｓｅｍａ［Ｊ］． Ａｎｎ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

２０２０，８（２１）：１４７３．
［３７］Ｌｉ ＣＬ，Ｌｉｎ ＭＨ，Ｃｈｅｎ ＰＳ，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Ｄ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

ｔ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Ｉｎｔ Ｊ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 Ｐｕｌｍ Ｄｉｓ，２０２０，１５：３８９－ ３９５．
［３８］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Ｋ，Ｈｏｅｔｚｅｎｅｃｋｅｒ Ｋ，Ｙｅｕｎｇ ＪＣ，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ｒａ

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ｒｉｄ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ｎｏｖｅｎ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Ｊ］． Ｊ Ｈｅａｒｔ Ｌｕ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１８，３７（１２）：１４１８－１４２４．

［３９］Ｐｏｇｇｉ Ｃ，Ｍａｎｔｏｖａｎｉ Ｓ，Ｐｅｃｏｒａｒｏ Ｙ，ｅｔ ａｌ．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ｐｈｙｓｅｍａ：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Ｊ］．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Ｄｉｓ，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６２７４－ ６２８４．

［４０］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ＨＲ，Ｃｏｎｎｅｌｌ Ｏ，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Ｊ，ｅｔ ａｌ． 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ｌｕ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ａ ＵＫ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２０，１５７（２）：２７６－２８５．
［４１］Ｅｍｉｒａｌｉｏｇｌｕ Ｎ，Ｄｏｇｒｕ Ｄ，Ｙａｌｃｉｎ Ｓ，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ｙｓｔｉｃ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９，６７（１）：５８－６６．

［４２］
|�¹

，
���

，
���

，
&

．ＣＯＰＤ
|}u7ãÎZÁ7UPQ

5Ââ¼<W»^�

［Ｊ］．
îj-��AC�[

，２０１６，３４（３）：
３２０－３２２．

［４３］Ｌｉａｏ Ｈ，Ｐｅｉ Ｗ，Ｌｉ Ｈ，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ｈｙｐｅｒｃａｐｎｉｃ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

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Ｊ］．Ｉｎｔ Ｊ
Ｃｈｒｏｎ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 Ｐｕｌｍｏｎ Ｄｉｓ，２０１７，１２：２９７７－２９８５．

HIJK

：２０２１－０１－１０　
LMJK

：２０２１－０２－０６　
?N

：
/+

（
ÒwÐ

１１２７
�

）
［３５］Ｌａｎｇ Ｙ，Ｆｕ Ｆ，Ｓｕｎ Ｄ，ｅｔ ａｌ．Ｌａｂｅｔａｌｏ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
（７）：ｅ０１３３２１５．

［３６］Ｚｈａｎｇ Ｘ，Ｊｉａｎｇ Ｘ．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ａｎｄ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Ｊ］．ＪＰＥＮ Ｊ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２０１５，
３９（１）：１１４－１２３．

［３７］
��Õ

，
ì�ì

，
/ZZ

，
&

．
%XD12WÑ%ýcp<+DY

Å

［Ｊ］．
op�tË��[

，２０１９，２７（２）：１１７－１２４．
［３８］Ｃｈｅｎｇ ＪＰ，Ｌｅａｒｙ ＪＢ，Ｓｅｍｂｈｉ Ａ，ｅｔ ａｌ．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１Ａ（５

ＨＴ１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ｏｕ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ｂｒａｉｎ ｔｒａｕｍａ［Ｊ］．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２０１６，１６４０（Ｐｔ Ａ）：５－１４．

［３９］Ｐａｔｅｌ ＪＪ，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ＭＤ，Ｍｉｌｌｅｒ ＫＲ，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ｇｕｔ ｉｎ ｔｒａｕｍａ［Ｊ］．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２０１６，２２（４）：３３９－３４６．

［４０］Ｌｉ Ｈ，Ｓｕｎ Ｊ，Ｄｕ Ｊ，ｅｔ ａｌ．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ｂｕｔｙｒｉｃｕｍ ｅｘｅｒｔｓ ａ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ａ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ｖｉａ ｔｈｅ ｇｕｔｂｒａｉｎ ａｘｉｓ

［Ｊ］．Ｎｅｕｒ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Ｍｏｔｉｌ，２０１８，３０（５）：ｅ１３２６０．
［４１］Ｓｉｋｉｒｉｃ Ｐ，Ｓｅｉｗｅｒｔｈ Ｓ，Ｒｕｃｍａｎ Ｒ，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ｉｎｇｕｔ 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ｔａｄｅ

ｃａｐｅｐｔｉｄｅ ＢＰＣ １５７：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Ｃｕｒｒ
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６，１４（８）：８５７－８６５．
HIJK

：２０２１－０１－１９　
LMJK

：２０２１－０２－０６　
?N

：
/Ïé

·２３１１· 　
;Ï_`+D

　 ２０２１
e

８
fÐ

３４
ÑÐ

８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Ｒ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