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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伊曲康唑(斯皮仁诺,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是一种三唑类抗真菌药物,主要作用于真菌细胞膜上的关键酶麦

角固醇合成酶而发挥抗真菌作用。其化学结构是由一个三唑的核心加一个长的亲脂末端,从而使该药具有较强的亲

脂性。该药在体外针对酵母菌、皮肤癣菌和部分丝状真菌均有较高活性。伊曲康唑自1993年在中国上市至今,已广

泛用于各种浅深部真菌病及真菌相关疾病的治疗,其广谱、高效、安全等特点受到临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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