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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疾病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

日常生活，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给其家庭

带来了压力和负担[1]。本着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临

床一般首选药物进行镇痛治疗，但随着国家对阿片类药

物处方的严格管制和医务人员、患者普遍存在的“成瘾

恐惧”心理束缚，使得临床开始转向使用替代药物来镇

痛。因具有较好的镇痛效果，加巴喷丁类药物在临床镇

痛中的应用越来越多[2－3]。加巴喷丁、普瑞巴林、米洛巴

林为目前临床应用的3种主要加巴喷丁类药物，可通过

调节电压门控钙通道α2δ亚基来减少神经递质的钙依赖

性释放，从而起到镇痛作用[4]。随着加巴喷丁类药物在

疼痛治疗方面的广泛应用，现已有大量相关研究发表。

文献计量学可通过定量分析已发表文献的关键特征（年

发文量、国家/地区、机构、期刊、作者、关键词等），并以可

视化图形展示相关分析结果，从而完成对某一研究领域

或者学科的系统分析，已被学者广泛采纳[5－7]。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对加巴喷丁类药物在疼痛治疗方面的相关

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明确该研究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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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加巴喷丁类药物在疼痛治疗中的研究现状及热点。方法 计算机检索2011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发表的加巴喷丁类药物在疼痛治疗方面的相关研究，利用 VOSviewer 1.6.17、CiteSpace 5.8.R1和

Excel 2018软件统计、分析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国家/地区、机构、作者、期刊、研究热点等文献关键特征。结果与结论 共检索到

3 519篇文献，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共计86个国家/地区开展了相关研究，其中美国的发文量位居首位（达1 219篇），且与英

国、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等有密切合作；共计3 996个机构发表了相关文献，发文量最大的机构为辉瑞公司；发文最多的作者是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Parsons教授，被引频次排名第1位的作者是皇后大学的Gilron教授；共计1 185个期刊，Pain是发文量和

共被引频次均最高的期刊；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加巴喷丁类药物的滥用误用、超说明书用药、作为多模式镇痛组成部分的

临床应用、基于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的相关指南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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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热点，旨在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和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

策略为：TS=（“pain”）AND TS=（“gabapentinoid”OR

“gabapentin”OR“pregabalin”OR“microgabalin”），文献

类型选择“‘article’OR‘review’”，排除信件、新闻、会议

摘要等类型文献，时间跨度设为 2011年 1月 1日－2020

年 12月 31日。将文献导出为纯文本格式，且命名为

“download_XXX”。

1.2 研究方法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文献

计量学工具[8－9]。本文运用VOSviewer 1.6.17和CiteSpace

5.8.R1软件对所获加巴喷丁类药物在疼痛治疗方面的相

关研究的发文量、国家/地区、机构、作者、期刊、研究热点

等文献关键特征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VOSviewer

1.6.17软件用于确定发文量较多的国家/地区、机构、作

者和期刊，以及主要的共被引期刊和文献，并制作相应

的可视化图谱。在VOSviewer图谱中，不同的节点代表

国家/地区、机构、作者、期刊等元素，节点的大小代表发

文量或共现频率；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国家/地

区、机构、作者、期刊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

表示合作的密切程度 [8]。VOSviewer 参数设置如下：

counting method=full counting，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每个

元素（国家/地区、机构、期刊、作者和文献）的阈值

（T）。CiteSpace 5.8.R1用于引文突现强度的检测，分析

高引文突现强度的文献，追踪相关研究的热点[9]。使用

Excel 2018软件统计相应的分析结果并创建数据表格。

2 结果

2.1 发文量分析

共检索到 3 519篇文献，其中 2 861篇“article”、658

篇“review”。2011－2020年该领域发文量总体呈上升

趋势，2020年的发文量是2011年的近2倍（图1）。

2.2 国家/地区分析

共计86个国家/地区为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

究做出了贡献，发文量排名前 10位的国家/地区见表 1。

其中，美国的发文量最大（1 219篇），随后依次是英国

（291篇）、中国（241篇）和日本（238篇）等。以发文量大

于或等于 86篇（T＝86）的国家/地区构建合作关系网络

图（图 2），结果显示，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和加拿大因

发文量较多而节点较大；各国之间合作密切，例如美国

与英国、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等均有密切合作。

表 1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地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英文名称）

美国（America）

英国（The United Kingdom）

中国（China）

日本（Japan）

加拿大（Canada）

意大利（Italy）

印度（India）

德国（Germany）

土耳其（Turkey）

韩国（The Republic of Korea）

地区
北美洲
欧洲
亚洲
亚洲
北美洲
欧洲
亚洲
欧洲
亚洲
亚洲

发文量/篇
1 219

291

241

238

206

195

170

166

142

122

图 2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国家/地区合作

关系网络图

2.3 机构分析

共计3 996个机构发表了加巴喷丁类药物治疗疼痛

的相关文献，发文量排名前 10位的机构见表 2。其中，

辉瑞公司的发文量最大（84篇），随后依次是多伦多大学

（54篇）、牛津大学（39篇）和伦敦大学（37篇）等。以发

文量大于或等于 26篇（T＝26）的机构构建合作关系网

络图（图 3），结果显示，同一国家的机构间合作更为密

切，例如同属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合作最

图1 2011－2020年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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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切；同属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合作密

切；同属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合作密切。

表 2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机构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机构（英文名称）

辉瑞公司（Pfizer Inc.）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梅奥诊所（Mayo Clinic）

国家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加拿大
美国
美国

发文量/篇
84

54

39

37

36

34

34

32

31

31

图3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机构合作关系网

络图

2.4 作者分析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发文量和被引频次

排名前10位的作者分别见表3、表4。其中，发文量最大

的作者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Parsons 教授（38

篇），排名第 2、3位的分别是辉瑞公司的Emir（24篇）和

皇后大学的Gilron教授（22篇）。被引频次排名第1位的

作者是皇后大学的Gilron教授（2 500次），其次是基尔大

学的Baron教授（2 158次）。以发文量大于或等于11篇

（T＝11）的作者构建合作关系网络图，其中有 2位作者

与其他作者无合作关系，故合作关系网络图只显示剩余

14位作者的合作关系（图4），结果显示，机构相同或机构

所在国家/地区相同的作者间的合作密切。

2.5 期刊分析

3 519篇文献刊载在1 185个期刊上，发文量排名前

10位的期刊见表5。其中，发文量≥50篇的期刊有5个，

依次为 Pain（76篇）、Journal of Pain Research（74篇）、

Pain Medicine（64篇）、Pain Practice（57篇）、European

Journal of Pain（50篇）。以发文量大于或等于27篇（T＝

27）的期刊构建合作关系网络图（图 5A），结果显示，

Pain、Journal of Pain Research、Pain Medicine、Pain

Practice和European Journal of Pain发文量较大，节点相

应较大，且期刊间的合作关系密切。

当两个期刊在1个或多个相同的出版物中被同时引

用时，说明这两个期刊存在共被引关系[10]。共计 11 522

个学术期刊共被引，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0位的期刊见

表 6。其中，Pain 的共被引频次最高（10 265次），其次

是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3 408次），这两个期刊的共

被引频次均超过 3 000次。从发文量和共被引频次来

看，Pain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以共被引频次大

于或等于 1 176次（T＝1 176）的期刊构建合作关系网络

图（图 5B），结果显示，Pain 和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

共被引频次较多，节点相应较大，且 Pain 和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Neurology等期刊的共被引关系密切。

2.6 共被引文献分析

两篇或多篇文献同时被后来 1篇或多篇文献所引

表 3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Parsons B

Emir B

Gilron I

Whalen E

Pauer L

Salat K

Dickenson A H

Moore R A

Wiffen P J

Baron R

机构（英文名称）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辉瑞公司（Pfizer Inc.）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辉瑞公司（Pfizer Inc.）

辉瑞公司（Pfizer Inc.）

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

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基尔大学（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Kiel）

发文量/篇
38

24

22

19

18

18

16

16

16

13

表4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被引频次排名前10

位的作者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Gilron I

Baron R

Moore R A

Wiffen P J

Dickenson A H

Derry S

Parsons B

Emir B

Pauer L

Whalen E

机构（英文名称）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基尔大学（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Kiel）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辉瑞公司（Pfizer Inc.）

辉瑞公司（Pfizer Inc.）

辉瑞公司（Pfizer Inc.）

被引频次/次
2 500

2 158

1 088

1 063

831

711

503

456

434

327

图4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网

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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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则称这两篇或多篇文献构成共被引关系[11]。共被引

频次排名前15位的文献见表7。其中，Attal等[12]于2010

年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的文献“EFNS

guidelines on the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neuropathic

pain：2010 revision”的共被引频次最高（273次），其次是

Finnerup等[13]于 2015年发表在 Lancet Neurology上的文

献（259次）和 Dworkin 等 [14]于 2007年发表在 Pain 上的

文献（206次），其余 12篇文献的共被引频次为 133～

192次。以共被引频次大于或等于 133（T＝133）的文献

构建关系网络图（图 6），结果显示，Attal 等 [12]、Finnerup

等[13]、Dworkin等[14]、Dworkin等[15]、Treede等[16]的文献共

被引关系密切，常一起出现在后来发表的多篇文

献中。

表7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5位的文献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共被引文献（第一作者，期刊，年份，卷号，起始页）

Attal N，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2010，V17，P1113

Finnerup N B，Lancet Neurology，2015，V14，P162

Dworkin R H，Pain，2007，V132，P237

Chaplan S R，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1994，V53，P55

Dworkin R H，Mayo Clinic Proceedings，2010，V85，P3

Treede R D，Neurology，2008，V70，P1630

Field M 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6，V103，P17537

Dworkin R H，Neurology，2003，V60，P1274

Backonja M，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8，V280，P1831

Rowbotham M，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8，V280，P1837

Gee N S，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1996，V271，P5768

Rosenstock J，Pain，2004，V110，P628

Gilron I，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5，V352，P1324

Bennett G J，Pain，1988，V33，P87

Bockbrader H N，Clinical Pharmacokinetics，2010，V49，P661

共被引频次/次
273

259

206

192

190

163

158

152

148

145

144

144

137

134

133

图6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共被引文献关系

网络图

2.7 引文突现分析

引文突现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某段时间内受

到特别关注的文献[11]。运用CiteSpace 5.8.R1软件，将引

文突现的最短持续时间设置为 2年，共检测到 306篇文

表 5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期刊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期刊
Pain

Journal of Pain Research

Pain Medicine

Pain Prac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Clinical Journal of Pain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Medicine

Pain Physician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发文量/篇
76

74

64

57

50

49

42

42

39

33

影响因子（2020年）

6.961

3.133

3.750

3.183

3.931

3.442

9.266

1.889

4.965

4.432

JCR分区
Q1

Q3

Q2

Q3

Q2

Q2

Q1

Q3

Q1

Q2

JCR：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A.高发文量期刊

B.高共被引期刊

图5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期刊合作关系网

络图

表6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0位的期刊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期刊
Pain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

Neurology

Anesthesiology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Journal of Pain

British Journal of Anesthesi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Clinical Journal of Pain

共被引频次/次
10 265

3 408

2 454

2 429

2 242

1 989

1 987

1 761

1 533

1 439

影响因子（2020年）

6.961

5.108

9.910

7.892

9.266

5.820

9.166

6.167

3.931

3.442

JCR分区
Q1

Q1

Q1

Q1

Q1

Q1

Q1

Q1

Q2

Q2

JCR：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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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选取引文突现强度排名前25位的文献（图7）。结果

显示，有 12篇文献的引文突现出现在 2011年，5篇文献

的引文突现开始于2012年，4篇文献的引文突现开始于

2018年，2篇文献的引文突现开始于2016年，其余2篇分

别开始于 2013年和 2015年。其中，引文突现强度最大

的是 Finnerup 等 [13]发表在 Lancet Neurology 上的文献

“Pharmacotherapy for neuropathic pain in adults：a sys-

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总体来说，25篇文献

的引文突现强度为 11.48～41.35，突现时间跨度为 2～

5年。

图7 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引文突现强度排名

前25位的文献

2.8 知识基础分析

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 [10]。本

研究选择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5位的文献来确定加巴喷

丁类药物疼痛治疗领域的知识库。共被引频次最多的

研究是 Attal 等 [12]于 2010年发表在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 上的文献“EFNS guidelines on the pharmaco-

logical treatment of neuropathic pain：2010 revision”，该文

是欧洲神经病学协会联盟继 2006年发表首个神经病理

性疼痛（neuropathic pain，NP）药物治疗指南后，基于

2005年以来 NP 药物相关治疗证据进行更新的第 2个

NP 药物治疗指南。该指南指出，加巴喷丁（1 200～

3 600 mg/d）和普瑞巴林（150～600 mg/d）为不同NP（除

三叉神经痛）的一线治疗药物，加巴喷丁联合阿片类药

物或者三环类抗抑郁药为使用单药治疗NP部分响应时

的A级证据支持药物[17]。Finnerup等[13]于2015年发表在

Lancet Neurology 上的文献“Pharmacotherapy for neuro-

pathic pain in adult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

sis”为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2位的文献，是国际疼痛学会

神经病理性疼痛特别兴趣小组（Neuropathic Pain Spe-

cial Interest Group，NeuPSIG）基于系统评价和 Meta 分

析结果、使用 GRADE 证据质量分级方法对 2007 年

NeuPSIG的NP药物治疗建议进行了修订，该药物治疗

建议及其补充资料为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3位和第 6位

的文献[14－15]。经过修订，加巴喷丁缓释制剂（1 200～3 600

mg/d，分2次服用）成为新增的NP一线治疗方案。共被

引频次排名前 3位的文献为 NP 治疗的国际指南 [14]，对

NP诊治的规范化具有推动作用。上述指南均基于临床

证据推荐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为NP的一线治疗药物，

其部分临床证据出现在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5位的文献

中，例如排名第8、9、10、12、13位的文献[18－22]。共被引频

次排名第8、12位的文献均为随机对照试验[18，21]，分别评

价了普瑞巴林在疱疹后神经痛（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

thy，DPN）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与安慰

剂相比，普瑞巴林在治疗PHN和DPN相关疼痛方面安

全、有效，同时可改善受试者的情绪、睡眠障碍和生活质

量。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9、10位的文献分别评价了加巴

喷丁在 DPN 和 PHN 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19－20]，结

果显示，加巴喷丁可有效治疗与DPN和PHN相关的疼

痛和睡眠困扰，改善患者的情绪和生活质量；加巴喷丁

的不良反应主要为嗜睡和头晕，症状轻微且可耐受。共

被引频次排名第 13位的文献为Gilron等[22]于 2005年发

表的一项随机双盲活性安慰剂对照试验，试验比较了加

巴喷丁、吗啡、加巴喷丁+吗啡治疗DPN或PHN的有效

性，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的镇痛效果优于单药，且前者的

剂量更低。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4位的文献是 Chaplan

等[23]于 1994年介绍的一种定量痛/触觉检测方法，对于

研究人类慢性疼痛和研发镇痛药具有重要意义。痛/触

觉检测需基于疼痛模型的建立，共被引频次排名第14位

的文献就介绍了Bennett等[24]建立的坐骨神经慢性压迫

模型，该模型手术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可以较好地模仿

由肿瘤压迫、神经损伤、重金属中毒等所导致的NP，是

临床开展 NP 相关研究的适宜模型。Treede 等 [16] 于

2008年发表的文献的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6位，在该文

中，NeuPSIG将NP的定义从“由神经系统的原发损害或

功能障碍所引发或导致的疼痛”更新为“由躯体感觉系

统的损害或疾病导致的疼痛”，NP定义的更新将更有利

于疾病诊断、分类和治疗的发展。在共被引频次排名第

7位和第 11位的文献中，Field等[25]和Gee等[26]分别介绍

了普瑞巴林和加巴喷丁的作用机制，指出两者均可通过

调节电压门控钙通道α2δ亚基来减少神经递质的钙依赖

性释放，从而发挥镇痛作用。共被引频次排名第15位的

文献是Bockbrader等[27]于2010年发表的，该研究对普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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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和加巴喷丁的药动学和药效学进行了对比，结果显

示，尽管两者作用机制相似，但是药动学和药效学存在

差异。在药动学方面，加巴喷丁吸收缓慢，血药浓度不

随药物剂量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呈现出非线性药动学的

特点；相比之下，普瑞巴林吸收更快，血药浓度随剂量增

加而成比例增加。在药效学方面，普瑞巴林和加巴喷丁

在治疗 PHN 时均表现出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且 450

mg/d的普瑞巴林减缓疼痛的效果与加巴喷丁预期的最

大效果相当。总的来说，普瑞巴林似乎更具药动学优

势，这些优势可能会转化为药效学的提升。

2.9 研究热点分析

高引文突现强度的文献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领

域的发展趋势或研究热点[11]。本研究选择引文突现时

间结束于 2020年的 6篇文献来分析加巴喷丁类药物疼

痛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 [13，28－32]。其中，Finnerup 等 [13]于

2015年发表在Lancet Neurology上的文献的引文突现强

度排名第1位（41.35），突现时间跨度为5年（2016－2020

年），该文推荐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为NP的一线治疗药

物。Evoy 等 [28]于 2017年发表在 Drugs 上的系统评价

“Abuse and misuse of pregabalin and gabapentin”为引文

突现强度排名第 2位的文献（22.82），该文结果显示，加

巴喷丁类药物具有潜在的滥用风险，特别是在有阿片类

药物滥用史的人群中（一般人群的加巴喷丁类药物滥用

发生率为 1.6％，而阿片类药物滥用人群的加巴喷丁类

药物滥用发生率为 3％～68％）。Goodman等[29]于 2017

年发表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的“Gaba-

pentin and pregabalin for pain：is increased prescribing a

cause for concern?”为引文突现强度排名第 3位的文章

（20.04），该文从4个方面分析了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近

年处方量持续增长的原因，结果显示，加巴喷丁或普瑞

巴林的治疗可能会使一些患者受益，但医师不应认为该

类药物是大多数疼痛的有效治疗方法或阿片类药物的

常规替代品。Chou等[30]于2016年发表的文献的引文突

现强度排名第4位（19.60），该文为美国疼痛学会联合美

国麻醉医师学会制定的术后疼痛管理指南，旨在为儿童

及成年患者术后疼痛管理提供有循证依据且安全、有效

的用药建议，其中一条为医师应考虑术前给予加巴喷丁

或普瑞巴林，尤其是那些接受大型手术或其他伴有剧烈

疼痛手术的患者，或者作为阿片类药物耐受患者多模式

镇痛的组成部分。Colloca等[31]于 2017年发表的文献的

引文突现强度排名第5位（14.11），该文介绍了NP病因、

诊断及治疗的最新进展，并推荐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用

于NP的治疗。Mishriky等[32]于2015年发表的文献的引

文突现强度排名第 6位（12.80），该文研究结果显示，尽

管普瑞巴林用于术后疼痛管理属于超适应证用药，但是

围手术期给予普瑞巴林可明显减少患者术后阿片类药

物的消耗量，同时降低其疼痛评分。由此可见，加巴喷丁

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加巴喷丁类药物的滥

用误用、超说明书用药、作为多模式镇痛组成部分的临床

应用、基于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的相关指南更新等。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方法，深入了解了国

内外关于加巴喷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研究的现状和热点，

但与之前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0]：

（1）数据库间的差异是造成文献计量学分析局限性的

原因之一。本研究仅检索了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

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尽管Web of Science是文献计量学

分析中使用最频繁、最值得信赖的数据库，但没有检索

PubMed、Embase和Cochrane图书馆等数据库，可能使得

部分文献未被纳入。（2）文献计量学的结果可能与现实

研究情况存在差异。例如，一些最近发表的高质量文献

可能因为被引用频次低而未被关注。因此，仍有必要继

续关注最新发表的文献。（3）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工具

提取的，不像系统评价或Meta分析，数据是由两人或多

人独立提取。因此，用于支持本研究结果的数据可能存

在偏差。（4）本研究没有检索2021年发表的文献，因为在

检索数据库时，2021年的数据并不完整。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近十年国内外加巴喷

丁类药物疼痛治疗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进行了全面分

析。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加巴喷丁类药物

的滥用误用、超说明书用药、作为多模式镇痛组成部分

的临床应用、基于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的相关指南更

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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