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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ＨａｄｊｉｖａｓｓｉｌｉｏｕＭ，ＺｉｓＰ，ＳａｎｄｅｒｓＤＳ，ｅｔａｌ．Ｓｔｉｆ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

ｇｌｕｔ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Ｊ］．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２０２１，１３（４）：１３７３．ＤＯＩ：１０．

３３９０／ｎｕ１３０４１３７３．

［２］　ＤａｄｅＭ，ＧｉｒｙＭ，ＢｅｒｚｅｒｏＧ，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ｂｒａｉ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ＧＡＤ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２０２１，３２：１０２８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ｎｉｃｌ．

２０２１．１０２８２６．

［３］　ＫｕｃｈｒｏｏＶＫ，ＯｈａｓｈｉＰＳ，ＳａｒｔｏｒＲＢ，ｅｔａｌ．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ｍｕｎ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１８

（１）：４２４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ｍ．２６２１．

［４］　ＬａｍｂｅＪ，ＲｏｔｈｍａｎＡ，ＰｒｉｎｃｅＪ，ｅｔａｌ．Ｒｅｔｉｎ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ｓｔｉｆ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９４（２０）：ｅ２１２６ｅ２１３１．ＤＯＩ：

１０．１２１２／ｗｎｌ．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９４３．

［５］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Ｆ，ＲｅｂｏｒｄａｏＬ，ＲêｇｏＡ，ｅｔａｌ．Ｓｔｉｆ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４１：５７７１９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２０２０．５７７１９２．

［６］　ＴｈｏｍａｓＳ，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Ｐ，ＬａｗｄｅｎＭ，ｅｔａｌ．Ｓｔｉｆ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ｉｔｈ

ｅｙ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ｍｙａｓｔｈｅｎｉａｇｒａｖｉｓ，ａｎｄｔｈｙｍｏｍ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５，７６（１）：

１４１１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ｊｎｎｐ．２００４．０３６５５８．

［７］　ＴｉｔｕｌａｅｒＭＪ，ＭｃＣｒａｃｋｅｎＬ，ＧａｂｉｌｏｎｄｏＩ，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

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ＮＭＤ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Ｎｅｕｒ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３，１２（２）：１５７１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６／ｓ１４７４４４２２（１２）７０３１０１．

［８］　ＣｚｅｍｐｉｋＰＦ，ＧａｗｒｙｌｕｋＪ，Ｗｉóｒｅｋ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ｒ

ａｐｅｕｔｉｃｐｌａｓｍ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ｓｔｉｆ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Ｏｐｅ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ａｒｓａｗ，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２１，１６（１）：５２６５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５１５／ｍｅｄ

２０２１０２２０．

［９］　ＤａｌａｋａｓＭＣ，ＲａｋｏｃｅｖｉｃＧ，ＤａｍｂｒｏｓｉａＪＭ，ｅｔａｌ．Ａ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

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ｉｔｕｘｉｍａｂ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ｉｆ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８２（２）：２７１２７７．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２／ａｎａ．２５００２．

［１０］　ＢｕｒｔＲＫ，ＢａｌａｂａｎｏｖＲ，ＨａｎＸ，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ｉｆ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Ｊ］．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９６（６）：ｅ８１７ｅ８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２／ｗｎｌ．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３３８．

［１１］　ＳｑｕｉｎｔａｎｉＧ，ＢｏｖｉＴ，Ｆｅｒｉｇｏ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ｒｅｇａｂａｌｉｎｉｎａｃａｓｅｏｆ

Ｓｔｉｆ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３１４（１２）：１６６１６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ｎｓ．２０１１．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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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ｉｎＪＤｉｆｆ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Ｃａ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２，Ｖｏｌ．２１，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