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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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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组织显像剂在肿瘤的诊断)治疗方案确定及疗

效评价和监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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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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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反应体系中易出现沉淀&因此&在保证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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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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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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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在室温下放置

E6

&其放化纯随放置时间变化不大&在一个半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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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脂水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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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降低和肾的排泄'电泳实验结果表明&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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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放射性主要分布在原点样点'由此可初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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