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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国药；隹字H43021873

【药品成份l本品活性成份为：丙戊酸钠

【适应证】本品主要用于各种类型癫痫。

【包 装】聚酯瓶装．每瓶装300ml。

【不良反应l腹泻、消化不良、飘b或呕吐、胃肠道痉挛
月经周期改变等．详见说明书。

I禁 忌】对丙戊酸类药物过敏者禁用，其他过敏及禁

忌证事瓒洋见说明书。

I注意■项】详觅说魄书．

本广告仅供医学药学专业人士阅读。

湘药广审(文)第201。91 00250号妻

；-I_1-1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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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忸■L●●■II

宁辜

羹藕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