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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ＮａｋｏｕＡ，ＰａｐａｐａｒａｓｋｅｖａｓＪ，ＤｉａｍａｎｔｅａＦ，ｅｔａｌ．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Ｆｕ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４，９：１２５１１２６０．

２８ ＪｕｎｇＣＹ，ＣｈｏｅＹＨ，ＬｅｅＳＹ，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ｓｅ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ｃｕｔ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Ｋｏｒｅａｎ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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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ＦｅｎｇＣ，ＸｕＭ，Ｋ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ＡＥ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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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Ｄ，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Ｄ，ＳｈｍａｒｋｏｖＯ，ｅｔａｌ．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ｌｅｇｉｏｎｅｌｌ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Ｄ［Ｊ］．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Ｊ，２００２，１９：３９２３９７．

３４ ＪａｆａｒｉｎｅｊａｄＨ，ＭｏｇｈｏｏｆｅｉＭ，ＭｏｓｔａｆａｅｉＳ，ｅ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ＥＣＯＰ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Ｍｉｃｒｏｂ

Ｐａｔｈｏｇ，２０１７，１１３：１９０１９６．

３５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７ｒｅｐｏｒ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１１６）２０１６１２

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ｌｄｃｏｐｄ．ｏｒｇ．

３６ ＪａｈａｎＲ，ＭｉｓｈｒａＢ，ＢｅｈｅｒａＢ，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ｖｉｒｕ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ｇ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

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ＬｕｎｇＩｎｄｉａ，

２０２１，３８（１）：５３５８．

３７ ＴｒｉｖｅｄｉＡ，ＫｈａｎＭＡ，ＢａｄｅＧ，ｅｔａｌ．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ｅｘｔｒ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ｔｒａｐｓ（Ｎｅｔｓ），ａｕｎｉｑｕｅ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ｒｏｎ

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Ｂｉｏ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ｓ，２０２１，９（１）：５３．

３８ ＦｒｉｃｋｍａｎｎＨ，ＪｕｎｇｂｌｕｔＳ，ＨｉｒｃｈｅＴ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ｉｒｕ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ＣＯＰＤ［Ｊ］．Ｅｕｒ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Ｂｐ），

２０１２，２（３）：１７６１８５．

３９ ＷｕＱ，ＪｉａｎｇＤ，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ＮＲ，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１５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ｈｕｍａｎｒｈｉｎ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ｒｕｓｉｎ

ｄｕｃｅ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ｕｎｇ［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ＬｕｎｇＣｅｌｌＭｏ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１８，３１４（３）：Ｌ５１４Ｌ５２７．

４０ ＭａｌｌｉａＰ，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Ｄ，ＧｉｅｌｅｎＶ，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ｈｉｎ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ａｓａｈｕｍａ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ｘａｃ

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１，１８３（６）：７３４７４２．

４１ ＭａｌｌｉａＰ，ＦｏｏｔｉｔｔＪ，ＳｏｔｅｒｏＲ，ｅｔａｌ．Ｒｈｉｎ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ｓｄｅｇｒａ

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

Ｍｅｄ，２０１２，１８６（１１）：１１１７１１２４．

４２ ＣｈｅｎｇＹＨ，ＹｏｕＳＨ，ＬｉｎＹＪ，ｅｔ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ｐｏｓｔｃｏ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ｖｉｒｕ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ｎｄＣＯＰ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Ｊ

Ｃｈｒ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ＰｕｌｍｏｎＤｉｓ，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７３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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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ＳｈａｈｉＭ，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ｉＭｏｕｓａｖｉＳＡ，ＮａｂｉｌｉＭ，ｅｔａｌ．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ｃｏｌｏ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ＣｕｒｒＭｅｄＭｙｃｏｌ，２０１５，１（３）：４５５１．

４５ ＷｒｅｎｃｈＣ，Ｂｅ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ＫＢＲ，ＢｅｒｃｕｓｓｏｎＡ，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ｆｕｎｇａｌｓｐｏｒｅｓｂ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ＭＣＳＦ

ａｎｄＭＣＳＦ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ｅｌｌＭｏｌＢｉｏｌ，

２０１８，５８（２）：２７１２７３．

４６ ＺａｋｉＳＭ，ＤｅｎｎｉｎｇＤＷ．Ｓｅｒｉｏｕｓ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ｇｙｐｔ［Ｊ］．ＥｕｒＪ

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７，３６（６）：９７１９７４．

４７ ＴｉｌａｖｂｅｒｄｉｅｖＳＡ，ＤｅｎｎｉｎｇＤＷ，ＫｌｉｍｋｏＮＮ．Ｓｅｒｉｏｕｓｆｕｎｇ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Ｊ］．Ｅｕｒ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

２０１７，３６（６）：９２５９２９．

４８ ＡｇｇｏｒＦＥＹ，ＷａｙＳＳ，ＧａｆｆｅｎＳＬ．Ｆｕｎｇｕｓａｍｏｎｇｕｓ：ｔｈｅｆｒｅｎｅｍ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９，４０（６）：４６９４７１．

４９ ＣｏｎｔｉＰ，ＴｅｔｔａｍａｎｔｉＬ，Ｍ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ｏＦ，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ｕｎｇｉｏｎｉｍ

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Ｊ］．ＣｌｉｎＴｈｅｒ，２０１８，４０（６）：８８５８８８．

５０ ＷｕＹ，ＸｕＨ，ＬｉＬ，ｅｔ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ｉａ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ＬＲ２［Ｊ］．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９（４）：１３１０１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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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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