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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比萘芬、伊曲康唑和氟康唑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评价

王爱平, 李若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 北京, 100034

摘要： 医生在应用特比萘芬、伊曲康唑或氟康唑治疗真菌病时,除了需要熟悉其药物的固有不良反应外,还应重视

抗真菌药物和其他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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