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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ＫｈｏｓｈｎａｍＳＥ，ＷｉｎｌｏｗＷ，ＦａｒｚａｎｅｈＭ，ｅ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Ｊ］．ＮｅｕｒｏｌＳｃｉ，２０１７，３８（７）：１１６７１１８６．

３　ＰｅｒｅｚＭａｔｏＭ，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ＲｅｙＲ，ＶｉｅｉｔｅｓＰｒａｄｏＡ，ｅｔａｌ．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ＥＡＡＴ２ｃｅｌｌｇｒａｂｂ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ＥＢｉｏ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３９：１１８１３１．

４　ＡｋｙｏｌＳ，ＥｒｄｏｇａｎＳ，Ｉｄｉｚ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ＲｅｄｏｘＲｅｐ，２０１４，１９（５）：１８０１８９．

５　ＨｕａｎｇＹＱ，ＰｅｎｇＺＲ，ＨｕａｎｇＦＬ，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ｅｌａｙｅｄｅｎｃｅｐｈ

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ａｆｔｅｒ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Ｊ］．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

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５（１２）：２２８６２２９５．

６　ＺｈａｏＮ，ＬｉａｎｇＰ，ＺｈｕｏＸ，ｅｔａｌ．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ｂｌｕｅ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ｅｌａｙｅｄ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ａｆｔｅｒ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Ｊ］．ＢａｓｉｃＣｌ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８，１２２（５）：４７０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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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２２（６）：４７９４８０．

８　ＤａｗｓｏｎＴＭ，ＤａｗｓｏｎＶＬ．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Ｊ］．Ａｄｖ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８，８２：５７８３．

９　ＭａｚｏＪ，ＭｕｋｈｔａｒＥ，ＭａｚｏＹ，ｅ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ｅｄ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ｐｏｓｔ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

ｏｘｉｄ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Ｊ］．ＲａｄｉｏｌＣａｓｅＲｅｐ，２０２０，１５（１０）：１８４５１８４８．

１０ ＬａｗＹｅＢ，ＤｏｄｅｔＰ，ＨｅｒｍａｎｎＢ，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ｄｅｍｙｅ

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ｌａｙｅｄＣＯ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Ｊ］．Ｊ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１８，４５（１）：５９６２．

１１ ＣａｇｌａｒＢ，ＳｅｒｉｎＳ，Ｙｉｌｍａｚ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ｃｏｎ

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ｉｒｗａ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Ｊ］．Ｐｒｅｈｏｓｐ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４（６）：５８８５９１．

１２ ＭａｇｉＳ，ＰｉｃｃｉｒｉｌｌｏＳ，ＡｍｏｒｏｓｏＳ．Ｔｈｅｄｕａｌｆａｃｅｏｆ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ｆｒｏｍａ

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ｎｔｏ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ＣｅｌｌＭｏｌＬｉｆｅＳｃｉ，２０１９，７６（８）：１４７３１４８８．

１３ ＷｅｉｓｚＨｕｂｓｈｍａｎＭ，ＭｅｉｒｓｏｎＨ，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ｏｎＣｏｈｅｎＲ，ｅｔａｌ．Ｎｏｖｅｌ

ＷＷＯＸｄｅｌｅｔｅｒｉ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ｃａｕｓｅｅａｒｌｙ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

ｌｏｐａｔｈｙ，ｓｅｖｅ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ａｎｄｄｙｓ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ｍｏｎｇＹｅ

ｍｅｎｉｔｅＪｅｗｓ［Ｊ］．Ｅｕｒ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９，２３（３）：４１８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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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Ｆ，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ＧＲ３ｒｄ，ＤｅｎｎｉｎｇＤＷ，ｅｔ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ｏｓｉｓ：２０１６ｕｐｄａｔｅ
ｂｙ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
２０１６，６３（４）：ｅ１ｅ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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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５９（１０）：７５４７６３．
３　ＣａｉｌｌｏｔＤ，ＣｏｕａｉｌｌｉｅｒＪＦ，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ｏｓｉｓ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ａ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ｅｕｔｒｏｐｅｎｉａ［Ｊ］．
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１，１９（１）：２５３２５９．

４　ＳｕｎＹ，ＨｕａｎｇＨ，ＣｈｅｎＪ，ｅｔ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Ｔｕｍｏｕｒ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３６
（２）：７５７７６７．

５　ＳｔａｎｚａｎｉＭ，ＳａｓｓｉＣ，ＬｅｗｉｓＲＥ，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ｍｏｌ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ＣｌｉｎＩｎ
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５，６０（１１）：１６０３１６１０．

６　ＴｉｓｓｏｔＦ，ＡｇｒａｗａｌＳ，ＰａｇａｎｏＬ，ｅｔａｌ．ＥＣＩＬ６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ｕｃｏｒｍｙｃｏｓｉｓｉｎｌｅｕｋｅ
ｍｉａａｎｄ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Ｈａ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
ｃａ，２０１７，１０２（３）：４３３４４４．

７　ＭａｅｒｔｅｎｓＪＡ，ＧｉｒｍｅｎｉａＣ，ＢｒüｇｇｅｍａｎｎＲＪ，ｅｔ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ｈａ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ｍ
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ｅｕｋａｅｍｉａ［Ｊ］．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８，７３
（１２）：３２２１３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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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１２３１２４．
９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Ｕ，ＳｅｉｆｅｒｔＢ，Ｓｃｈａｆｆｎｅｒ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ｆｆｃｔｓｏｆａｍｐｈｏｔｅｒｉ
ｃｉｎＢｄｅｏｘｙｃｈｏｌａｔｅｉｎｆｕｓｅｄｏｖｅｒ４ｏｒ２４ｈｏｕｒｓ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ｉｌ［Ｊ］．ＢＭＪ，２００１，３２２（７２８６）：５７９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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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ＭａｌｉｋＡＲ，ＷｉｌｌｎｏｗＴ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ｇｙａｎ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５６７１．

１５ ＢｊｏｒｎｓｅｎＬＰ，ＨａｄｅｒａＭＧ，Ｚｈｏｕ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ＬＴ１（ＥＡＡＴ２；ｓｌｃ１ａ２）
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ｏ
ｃｏｒｔｅｘ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ｓｅ［Ｊ］．Ｊ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４，１２８（５）：６４１６４９．

１６ ＧｏｎｇＪ，ＧｏｎｇＳ，Ｚｈ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
ｄｕｃｅｓ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ｅｘｃｉ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ｂｙ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ｐｔａｋ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ＧＬＴ１ｉｎｒａｔｓ［Ｊ］．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２０１４，４６（６）：１５３７１５４５．

１７ ＡｎｇｅｌｏｖａＰＲ，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ａＤ，ＮｅｇａｎｏｖａＭＥ，ｅ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ｃａｌｃｉｕｍｕｐｔａｋ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ｎｅｕｒｏｎｓａ
ｇａｉｎｓｔ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ｅｘｃｉ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Ｍｏｌ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９，５６（３）：
２２４４２２５５．

１８ ＲｕｅｄａＣＢ，ＬｌｏｒｅｎｔｅＦｏｌｃｈＩ，ＴｒａｂａＪ，ｅｔａｌ．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ｅｘｃｉ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Ｃａ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ＣａＭＣｓ）［Ｊ］．Ｂｉｏｃｈｉ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Ａｃｔａ，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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