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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ＲＡＶＩＫＵＭＡＲ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Ｄ，ＭＯＲＴＯＮＤＧ，ｅｔａｌ．
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ＤＲＥＡＭＳＴｒｉａｌ）［Ｊ］．ＢＭＪ，２０１７：３５７：
ｊ１４５５．

［２］　ＡＨＭＡＤＲ，ＣＨＡＮＧＥＥＺＭ，ＴＡＭＥＥＺＵＤＤＩＮＡ，ｅｔａｌ．
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Ｊ］．Ｃｕ
ｒｅｕｓ，２０１９，１１（５）：ｅ４７３５．

［３］　ＳＩＮＧＨＭ，ＣＨＡＶＩＳＳ，ＲＡＵＴＥＬＡＲＳ，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ｃａｕｓｅｓ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ａｎｄｐｒｕｒｉｔｕｓ［Ｊ］．
ＪＡｎｅｓｔｈＣｌｉｎＲｅｓ，２０１３，４（１）：１－３．

［４］　ＡＪＭＡＬＭ，ＣＡＲＥＹＭ．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ｂｏｌ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ｘａｍ
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ｘｃｒｕｃｉａ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Ｊ］．Ｅｕｒ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２０１５，３２（１）：６７－６８．

［５］　ＣＲＡＮＤＥＬＬＪＴ．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ｒｕｒｉ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ａ
ｖｅｎｏｕｓ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Ｊ］．Ｃａｎ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４，５：３９８－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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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４（７）：７５９－７６５．
［７］　ＷＡＮＧＪＪ，ＨＯＳＴ，ＴＺＥＮＧＪ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ｔｓ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ｓａｐｒｏｐｈｙ
ｌａｃｔｉｃａｎｔｉｅｍｅｔｉｃｆｏ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Ｊ］．
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００，９１（１）：１３６－１３９．

［８］　ＶＵＹＫＪ，ＳＩＴＳＥＮＥ，ＲＥＥＫＥＲＳＭ．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Ａｎｅｓｔｈｅｔ
ｉｃｓ／／ＭｉｌｌｅｒＲＤ，ｅｄｓ．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Ｍ］．８ｔｈｅｄＣａｎａｄａ：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４：８３７－８４２．

［９］　ＷＡＮＧＪ，ＬＩＪＢ，ＣＡＯＨ，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ｓｕｐｐｒｅｓ
ｓｅｓ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ｒｕｒｉｔｕ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ｓｔｕｄｙ［Ｊ］．Ｐａｋ
ＪＰｈａｒｍＳｃｉ，２０１５，２８（２）：５６９－５７２．

［１０］　ＡＫＩＹＡＭＡＴ，Ｉｏｄｉ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Ｍ，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ｉｎａｌｉｔｃｈ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ｎｅｕｒｏｎｓ
ｂｙ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ｉ［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１，
６（７）：ｅ２２６６５．

［１１］　ＢＡＲＲＹＤＭ，ＭＵＮＡＮＡＩＲＩＡ，ＣＨＥＮＺＦ．Ｓｐｉｎａｌ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ｏｆｉｔｃｈ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Ｂｕｌｌ，２０１８，３４（１）：
１５６－１６４．

［１２］　ＬＩＵＸＹ，ＷＡＮＬ，ＨＵＯＦＱ，ｅｔａｌ．Ｂｔｙｐｅ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
ｔｉｄｅｉｓｎｅｉｔｈｅｒｉｔｃ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ｎ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ｔｈｅＧＲＰ
ＧＲＰ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ＭｏｌＰａｉｎ，２０１４，１０：４．

［１３］　ＳＨＥＮＬ，ＷＡＮＧＷＪ，ＬＩＳＹ，ｅｔａｌ．ＮＭＤ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ｔａｇ
ｏｎｉｓｔｓ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ｉｎｔｒａｔｈｅｃａｌｍｏｒｐｈ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ｒｕｒｉｔｕ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ＲＫ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Ｊ］．ＭｏｌＢｒａｉｎ，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５－
３５．

［１４］　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Ｔ，ＮＯＪＩＭＡＨ，ＫＵＲＡＩＳＨＩＹ．Ｉｎｔｒａｄｅｒｍａｌｃｈｏ
ｌｉｎｅｒｇｉｃ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ｉｎｄｕｃｅｉｔ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ｖｉａＭ３ｍｕｓ
ｃａｒｉｎｉｃ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ｍｉｃｅ［Ｊ］．Ｊｐｎ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０２，８８（３）：３５１－３５４．

·７１１·Â

２１
M WH��%Çú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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