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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合成条件&

反复进行合成实验&不校正放化产率均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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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比条件差异&除了使用不同的合成模

块外&使用的合成气体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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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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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氦气做为辅助合成气体&而本研究使用的是氮气(

目前尚未可知辅助合成的气体对
BX\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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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胆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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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P

%和)*

a?

乙基胆碱#

)*

a?

aBRP

%两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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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胆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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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P

%的合

成工艺路线&关键步骤是制备氟甲基化试剂&然

后再与
_`;B

反应(常用的氟甲基化试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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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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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8

%)氟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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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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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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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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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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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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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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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氧化&放化收率较低&且腐蚀性强(因此&以

F8X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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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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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反应后生成

F8X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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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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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合成路线(它的优点是对设备要求不高&缺

点是合成效率不稳定&其原料
F8XRP

#

RP

#

F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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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比较昂贵&较难获得(本工作探索了在住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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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模块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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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三氟甲磺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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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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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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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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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化率(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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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0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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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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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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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
)@" d

为宜&温度过高加快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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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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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0

的分解&气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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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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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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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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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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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X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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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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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0

在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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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RP

时&对合成模块的要求是相似的&如相

同的反应管数)相似的加热温度(即能够以

F8X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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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X

为原料合成)*

a?aBRP

的合成

模块&稍加改造即可以完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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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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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

a?aBRP

的合成&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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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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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方法的合成过程中&关键步骤是$

XF0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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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进行取代反应生成
V-R

#

P

!

)*

a

&

)#" d

加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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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模块上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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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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