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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卡因的药理作用

§ 利多卡因的生化作用：

1. 利多卡因是一种快速作用的酰胺类局部麻醉药，可阻断钠离

子通道，阻止神经元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疼痛信号。

2. 利多卡因对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具有亲和力，能与Na+通道

紧密结合，阻止Na+的内流，从而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达到

局部麻醉的作用。

3. 利多卡因还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可抑制心肌细胞钠离子通

道，减少心肌细胞的兴奋性，从而抑制心律失常的发生。

§ 利多卡因的药理作用：

1. 局部麻醉作用：利多卡因可阻断钠离子通道，阻止神经元向

中枢神经系统传递疼痛信号，从而达到局部麻醉的作用。

2. 抗心律失常作用：利多卡因可抑制心肌细胞钠离子通道，减

少心肌细胞的兴奋性，从而抑制心律失常的发生。

3. 抗惊厥作用：利多卡因可抑制大脑皮层锥体细胞钠离子通道，

减少癫痫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4. 镇静作用：利多卡因可抑制网状激活系统，产生镇静作用。

5. 抗炎作用：利多卡因可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炎症反应。



 利多卡因的药理作用

利多卡因的作用机制：

1.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作用主要通过阻断神经元钠离子通道来

实现。

2. 利多卡因与钠离子通道的亲和力高，可牢固地结合在钠离子

通道上，阻止钠离子的内流，从而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

3. 利多卡因的抗心律失常作用主要通过抑制心肌细胞钠离子通

道来实现。

4. 利多卡因的抗惊厥作用主要通过抑制大脑皮层锥体细胞钠离

子通道来实现。

5. 利多卡因的镇静作用主要通过抑制网状激活系统来实现。

6. 利多卡因的抗炎作用主要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来实现。

利多卡因的临床应用：

1. 局部麻醉：利多卡因广泛用于局部麻醉，如手术、外伤、烧

伤、牙科治疗等。

2. 抗心律失常：利多卡因用于治疗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等

心律失常。

3. 抗惊厥：利多卡因用于治疗顽固性癫痫。

4. 镇静：利多卡因用于治疗兴奋性谵妄、躁狂症等精神疾病。

5. 抗炎：利多卡因用于治疗炎性疾病，如关节炎、肌腱炎等。



 利多卡因的药理作用

§ 利多卡因的副作用：

1. 神经毒性：利多卡因可引起神经毒性，表现为麻木、刺痛、

灼痛、震颤、抽搐等。

2. 心血管毒性：利多卡因可引起心血管毒性，表现为心率减慢、

血压下降、心肌抑制等。

3. 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利多卡因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毒性，表

现为头晕、嗜睡、意识模糊、癫痫发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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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卡因的药代动力学

§ 吸收:

1. 利多卡因口服后在胃肠道吸收缓慢且不完全，因此其口服生

物利用度低，仅为35%左右。

2. 利多卡因可以通过粘膜吸收，如鼻腔、口腔和直肠。

3.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作用主要通过皮下注射或浸润注射来实

现，局部麻醉作用快速且有效。

§ 分布

1. 利多卡因广泛分布于全身各组织，包括心脏、肺、肝、肾和

脑。

2. 利多卡因在体内的分布容积约为1.3-2.0 L/kg，这表明利多

卡因能够广泛分布于全身。

3. 利多卡因与血浆蛋白的结合率约为60%-80%，这意味着利

多卡因主要以结合的形式存在于血液中。



 利多卡因的药代动力学

§ 代谢

1. 利多卡因的代谢主要在肝脏进行，主要代谢途径是N-去甲基化和芳香族羟基化。

2. 利多卡因的代谢产物主要通过肾脏排泄，少部分通过胆汁排泄。

3. 利多卡因的消除半衰期约为1.5-2.0小时，这意味着利多卡因在体内代谢和消除的过程相对

较快。

§ 排泄

1. 利多卡因的排泄主要通过肾脏进行，约90%的利多卡因以代谢产物的形式通过尿液排泄。

2. 利多卡因的排泄速率受尿液PH值的影响，在酸性尿液中排泄较慢，在碱性尿液中排泄较快。

3. 利多卡因在肝脏代谢后，其代谢产物可通过胆汁排泄，但胆汁排泄的量相对较少。



 利多卡因的药代动力学

§ 药代动力学参数

1. 利多卡因的吸收半衰期约为10-20分钟，这表明利多卡因在

局部注射后能够快速被吸收。

2. 利多卡因的分布半衰期约为30-60分钟，这表明利多卡因在

体内分布的过程相对较快。

3. 利多卡因的消除半衰期约为1.5-2.0小时，这表明利多卡因

在体内代谢和消除的过程相对较快。

§ 药代动力学模型

1. 利多卡因的药代动力学模型通常采用两室模型或三室模型来

描述。

2. 两室模型将利多卡因在体内的分布分为中心室和外周室，中

心室代表血浆，外周室代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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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机制

利多卡因阻滞钠通道作用：

1. 利多卡因可选择性阻滞电压依赖性钠通道，抑制神经纤维的传导，阻断疼痛信号的传递。

2. 利多卡因的阻滞作用是可逆的，麻醉作用消失后，钠通道功能即可恢复。

3. 利多卡因阻滞钠通道的效力与药物浓度相关，浓度越高，阻滞作用越强。

利多卡因作用与神经纤维类型：

1. 利多卡因对粗纤维的阻滞作用比细纤维强，因此，疼痛感觉、温度觉和触觉传导比运动传导更容

易被阻滞。

2. 利多卡因对有髓鞘神经纤维的阻滞作用比无髓鞘神经纤维强，因此，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更容易

受到阻滞。

3. 利多卡因对小C纤维的阻滞作用很弱，因此，对疼痛的抑制作用较差。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机制

§ 利多卡因的作用部位：

1. 利多卡因可作用于神经元的细胞膜、细胞质和轴突，对神经

元膜电位、动作电位、兴奋性和传导性均有影响。

2. 利多卡因可降低细胞膜的电位依赖性钠通道的活性，减少钠

离子流入细胞，导致细胞膜去极化阈值升高，抑制神经元兴奋。

3. 利多卡因还可抑制神经元兴奋性递质的释放，如谷氨酸和天

冬氨酸，减少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神经递质的浓度，抑制神经

元兴奋。

§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效应：

1.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效应是由于阻断了疼痛传导通路，使疼

痛信号无法传达到中枢神经系统而产生的。

2.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效应与药物浓度、注射部位、注射深度

和给药方式有关。

3.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效应通常在几分钟内起效，可持续数小

时。



 利多卡因的局部麻醉机制

§ 利多卡因的全身效应：

1. 利多卡因的全身效应主要包括心血管效应、神经系统效应和呼吸系统效应。

2. 利多卡因的心血管效应包括降低心肌收缩力、延长心肌不应期和减慢心率。

3. 利多卡因的神经系统效应包括镇静、头晕、恶心、呕吐和抽搐。

4. 利多卡因的呼吸系统效应包括抑制呼吸中枢，导致呼吸抑制和呼吸暂停。

§ 利多卡因的药物相互作用：

1. 利多卡因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可能导致药物浓度升高或降低，从而影响其疗效和安全性。

2. 利多卡因与CYP450酶抑制剂合用可抑制利多卡因的代谢，导致利多卡因浓度升高，增加不

良反应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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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卡因的副作用和禁忌症

§ 利多卡因注射液的禁忌症：

1. 对利多卡因或任何其他酰胺类局部麻醉剂过敏的患者禁用利多卡因注射液。

2. 患有严重心律失常或心肌收缩力严重减弱的患者禁用利多卡因注射液。

3. 患有严重肝功能不全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禁用利多卡因注射液。

§ 局麻药的毒性作用：

1. 中枢神经系统毒性：表现为精神错乱、兴奋、抽搐、昏迷，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2. 心血管系统毒性：表现为心动过缓、低血压、心律失常，严重者可导致心脏骤停。

3. 呼吸系统毒性：表现为呼吸抑制、喉痉挛，严重者可导致窒息死亡。



 利多卡因的副作用和禁忌症

利多卡因局部麻醉作用机制的三种学
说：

1. 脂溶学说：认为利多卡因透过神经纤维膜进入神经元，溶解

于神经元膜的脂质中，干扰神经元的正常功能，从而产生局部

麻醉作用。

2. 蛋白结合学说：认为利多卡因与神经元膜上的蛋白质结合，

改变神经元膜的结构和功能，从而产生局部麻醉作用。

3. 离子通道阻滞学说：认为利多卡因阻滞钠离子通道，抑制钠

离子内流，从而抑制神经冲动的产生和传导，产生局部麻醉作

用。

利多卡因注射液的配伍禁忌：

1. 利多卡因注射液与肾上腺素合用时，可增加利多卡因的毒性，

甚至引起心律失常。

2. 利多卡因注射液与巴比妥类药物合用时，可增强巴比妥类药

物的呼吸抑制作用。

3. 利多卡因注射液与吩噻嗪类药物合用时，可增强吩噻嗪类药

物的镇静作用。



 利多卡因的副作用和禁忌症

§ 利多卡因注射液的注意事项：

1. 使用利多卡因注射液时，应严格掌握剂量，避免过量使用。

2. 使用利多卡因注射液时，应注意观察患者的呼吸、脉搏和血

压，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药并采取相应的抢救措施。

3. 使用利多卡因注射液时，应注意避免将药物注射入血管内，

以免引起全身中毒。

§ 利多卡因注射液的药物相互作用：

1. 利多卡因注射液与西咪替丁合用时，可抑制利多卡因的代谢，

增加利多卡因的毒性。

2. 利多卡因注射液与β受体阻滞剂合用时，可增加利多卡因的

心血管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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