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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应的激发

曲线选择适当的能区以及适当的靶厚&就可以限

制#)"

N

(

#)B

N

等核素的生成&得到纯度较高的医用

#)!

N

'实验中辐照靶参数及#)!

N

产额列于表
)

'靶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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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锑靶参数及#)!

N

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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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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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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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厚度为
B!])7

O

,

17

)

&最高
B"]!7

O

,

17

)

&

最低
B)])7

O

,

17

)

&控制
(

粒子能量为
)B]?W2$

(

束流强度为
#?

%

H

的情况下&

#)!

N

的平均产额为

##]BTe

g

,#

H

0

6

$'靶厚度对#)!

N

产额有一定影

响&但在厚度为
B)])

$

B"]!7

O

,

17

)的情况下无

显著性影响'

经测定&

(/

#)!

N

的
)

0

值在
*]B

$

*]>

左右&其

放射化学纯度均高于
@@]!b

'通过
-

能谱测定&

主要能区有"

#?@U2$

&

#)!

N

&约
@A]Bb

!

B*!U2$

&

#)"

N

&约
#]*b

!

BBAU2$

&

#)B

N

&约
*]"b

'这说明得

到了核纯度较高的#)!

N

'

BDB

!

小分子融合肽的ABC

!

标记%分离及其体外稳

定性

由于识别
Ce

病毒#

C

E

8925.=e/--R5-,8

&

Ce$

$表

面抗原
OE

!?*

,

))*

抗原决定簇的单克隆抗体拟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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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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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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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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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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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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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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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4

)

#对照$两种化合物中均含有多个酪氨酸

基团&可用放射性核素#)!

N

直接标记'标记过程

简单易行&可在短时间完成#

#*75.

左右$'

#)!

N

直

接标记后其放化纯度可达
@*b

$

@?b

#表
!

$&可

不分离直接进行动物实验'本实验对标记混合物

还用
Q2

E

6/32DY#*

凝胶柱进行了分离&其淋洗曲

线示于图
#

'淋洗得到的第
#

个放射性峰为标记

物#)!

N=$

F

I\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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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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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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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TKI

分析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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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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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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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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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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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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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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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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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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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0

a*

一致&

而游离#)!

N

的
)

0

a*]?>

'淋洗液的放化纯度达

@B]Bb

&可直接用于体内动物实验'将未分离标

记物#)!

N=$

F

I\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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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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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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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离后的标

记物进行了放化纯度(体外稳定性的比较#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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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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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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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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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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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化纯度高于未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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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4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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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温下放置

"A6

后&其放化纯度无明显变化&表明标记物在体

外是稳定的'

BDC

!

ABC

!

标记物在正常小鼠体内的分布

对分离后的#)!

N

标记物在正常小鼠体内的分

布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与未分离#)!

N

标记物进行

了对比#表
"

$'表
"

结果表明"

#)!

N

标记的小分子

融合肽在正常小鼠体内代谢较快&

B6

后在组织的

放射性摄取已较低!从放射性在各组织的分布看&

在胃中摄取较高&

#)!

N

标记物的代谢有可能是通

过胃肠道进行的!

#)!

N

标记物在各个时间点在甲

状腺的放射性摄取较低#接近于肌肉组织$&说明

标记物在体内不易发生脱碘反应!除在胃中的
#6

和
!6

外&标记物分离与未分离两者在正常小鼠

体内的分布(代谢无明显差异'

通过上述实验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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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物在体内不易

脱碘且具有较高的体外稳定性&有必要对其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下一步将进行#)!

N

标记的小分子

融合肽对荷
4/

h

5

细胞系裸鼠亲肿瘤靶向分子显

像研究&探讨荷瘤靶向分子显像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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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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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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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控制锑

靶厚度在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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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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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能量在

)B]? W2$

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核纯度 高达

@A]B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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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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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行了小分子

融合肽拟似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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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其标记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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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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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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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物在体内不易脱碘且具有

较高的体外稳定性&其研究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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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像药物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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