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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ｈｅｒｍａｎＲＡ．Ｍａｇｇｏ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ｆｏｏｔａｎｄｌｅｇｗｏｕｎｄｓ［Ｊ］．ＩｎｔＪ
ＬｏｗＥｘｔｒｅｍＷｏｕｎｄｓ，２００２，１（２）：１３５１４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１５３４７３４６０２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９．

［２］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ＩＳ，ＴｗｉｎｅＣ，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ＭＪ，ｅｔａｌ．Ｌａｒｖ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ＭｅｄＪ，２００７，８３
（９８０）：４０９４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ｐｇｍｊ．２００６．０５５９０５．

［３］　ＤｕｍｖｉｌｌｅＪＣ，ＷｏｒｔｈｙＧ，ＢｌａｎｄＪＭ，ｅｔａｌ．Ｌａｒｖ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ｌｅｇ
ｕｌｃｅｒｓ（ＶｅｎＵＳⅡ）：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ＢＭＪ，２００９，
３３８：ｂ７７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ｂｍｊ．ｂ７７３．

［４］　ＭｕｍｃｕｏｇｌｕＫ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ｇｇｏｔｓｉｎｗｏｕｎｄｃａｒｅ
［Ｊ］．Ａｍ ＪＣｌｉｎ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１，２（４）：２１９２２７．ＤＯＩ：１０．
２１６５／００１２８０７１２００１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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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４０８．２０１７．０４．３５．

［６］　ＳｈｅｒｍａｎＲＡ，ＷｙｌｅＦＡ．Ｌｏｗｃｏｓｔ，ｌｏｗ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ｒｅａｒｉｎｇｏｆ
ｍａｇｇｏｔｓ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ｃｌｉ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Ｊ］．ＡｍＪＴｒｏｐＭｅｄ
Ｈｙｇ，１９９６，５４（１）：３８４１．ＤＯＩ：１０．４２６９／ａｊｔｍｈ．１９９６．５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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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ＣｏｕｒｔｅｎａｙＭ，ＣｈｕｒｃｈＪＣ，ＲｙａｎＴＪ．Ｌａｒｖａ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ｗｏ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ＲＳｏｃＭｅｄ，２０００，９３（２）：７２７４．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７／０１４１０７６８０００９３００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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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８）：１７１５１７１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７８／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６９５９．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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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ＳｈｅｒｍａｎＲＡ．Ｍａｇｇｏ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ｆｏｏｔｕｌｃｅｒｓｕ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ｔｏ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０３，２６
（２）：４４６４５１．ＤＯＩ：１０．２３３７／ｄｉａｃａｒｅ．２６．２．４４６．

［１２］　ＧｉｌｅａｄＬ，ＭｕｍｃｕｏｇｌｕＫＹ，ＩｎｇｂｅｒＡ．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ｍａｇｇｏｔｄｅｂｒｉｄｅ
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ｗｏｕｎｄｓ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ｓｅｄ
ａｎｄ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ＷｏｕｎｄＣａｒｅ，２０１２，２１（２）：７８，
８０，８２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２９６８／ｊｏｗｃ．２０１２．２１．２．７８．

［１３］　ＣａｚａｎｄｅｒＧ，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ＤＩ，ＮｉｇａｍＹ，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Ｌｕｃｉｌｉａｓｅｒｉｃａｔａｌａｒｖａ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ｏｈｅａｌｗｏｕｎｄｓ：ｌａｒｖ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ｔｈａ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ｒｅｄｕｃ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ｅｓｓａｙｓ，
２０１３，３５（１２）：１０８３１０９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ｂｉｅｓ．２０１３０００７１．

［１４］　ＳｈｅｒｍａｎＲ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ｍａｇｇｏ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
ｗｈａｔｄｏｗｅｋｎｏｗ，ａｎｄｗｈｅｒｅｄｏｗｅｇｏｆｒｏｍｈｅｒｅ［Ｊ］．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５９２４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
２０１４／５９２４１９．

［１５］　ＰｐｐｅｌＡＫ，ＫａｈｌＭ，ＢａｕｍａｎｎＡ，ｅｔａｌ．ＡＪｏｎａｈｌｉｋｅｃｈｙｍｏ
ｔｒｙｐｓ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ｍａｇｇｏｔＬｕｃｉｌｉａｓｅｒｉｃａｔａｐｌａｙｓａｒｏｌｅｉｎ
ｗｏｕｎｄ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ｓｅｃｔＢｉｏｃｈｅｍ Ｍｏ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７０：１３８１４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ｂｍｂ．２０１５．１１．
０１２．

［１６］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ＤＩ，ＢｒｏｗｎＡＰ．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ＳＣＲＡＭＭｔａｒｇｅｔｍａｃ
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ｉｎＶＬＵｓｌｏｕｇｈｂｙＬｕｃｉｌｉａｓｅｒｉｃａｔａｃｈｙｍｏｔｒｙｐｓｉｎ１
（ＩＳＰ）ｐｅｒｓ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ｇｅｌａｔｉｎ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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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ｉｎＪＢｕｒｎｓ，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Ｖｏｌ．３５，Ｎｏ．６



ＩｎｔＷｏｕｎｄＪ，２０１５，１２（４）：４１４４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ｉｗｊ．
１２１２４．

［１７］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Ｌ，ＷｏｏｄｒｏｗＳ，ＢｒｏｗｎＡＰ，ｅ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ｙｄｅｆｉｎ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ｅｅｎ
ｂｏｔｔｌｅｌａｒｖａＬｕｃｉｌｉａｓｅｒｉｃａｔａ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ｏｆ
ｎｏｎｈｅａｌｉｎｇｗｏｕｎｄｓ［Ｊ］．ＢｒＪ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３，１４８（１）：１４２３．

［１８］　ＰｐｐｅｌＡＫ，ＫｏｃｈＡ，ＫｏｇｅｌＫＨ，ｅｔａｌ．Ｌｕｃｉｍｙｃｉｎ，ａｎ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ｍａｇｇｏ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ｅｅｎｂｏｔｔｌｅ
ｆｌｙＬｕｃｉｌｉａｓｅｒｉｃａｔａ［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１４，３９５（６）：６４９６５６．
ＤＯＩ：１０．１５１５／ｈｓｚ２０１３０２６３．

［１９］　ＥｖａｎｓＲ，ＤｕｄｌｅｙＥ，Ｎｉｇａｍ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ｉ
ｎａｌｍａｇｇｏｔ，Ｌｕｃｉｌｉａｓｅｒｉｃａｔａ［Ｊ］．ＷｏｕｎｄＲｅｐａｉｒＲｅｇｅｎ，２０１５，
２３（３）：３６１３６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ｗｒｒ．１２２８７．

［２０］　Ｃｅｒ̌ｏｖｓｋＶ，ＢéｍＲ．Ｌｕｃｉｆｅｎｓｉｎｓ，ｔｈｅｉｎｓｅｃｔｄｅｆｅｎｓｉｎｓｏｆｂｉ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ｂｅｈｉｎｄｍａｇｇｏ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Ｂａｓｅｌ），２０１４，７（３）：２５１２６４．ＤＯＩ：１０．
３３９０／ｐｈ７０３０２５１．

［２１］　ＢｒｏｗｎＫＬ，ＨａｎｃｏｃｋＲＥ．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ｈｏｓｔ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６，１８（１）：２４３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ｉ．２００５．１１．００４．

［２２］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Ａ，ＰｉｒｒｉＧ，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ｏＳ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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