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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常见的乏氧硝基咪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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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像剂&与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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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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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肿瘤血管的供养能力差'血流缓慢'不规则和

异常弯曲等现象&会引起肿瘤组织氧和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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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钠做为稳定剂&测量产品放化纯度变化&选择出

合适的稳定剂(

图
*

!

*L

\>\hR[;

合成原理

\5

C

<*

!

*L

\>\hR[;8

:

.962858

U

-5.15

U

&2

?

!

实验部分

?A?

!

仪器与试剂

`h>*)̀ Q

回旋加速器和
Q\( hG[>"))

型

合成装置&日本住友重工业株式会社!高效液相色

谱仪#

a;4SKI[S>Q*L

纯化柱%&美国
K

C

5&2.9

公

司!放射性薄层色谱仪&美国
SR;[QK(

公司(

`

"

*L

;

&丰度
=EZ

&上海化工研究院!无水乙

腈'碳酸钾'抗坏血酸钠'抗坏血酸&美国
[RPhK>

KJc4RQ̀

公司!

]-

:U

9%05M"'"'"

#

]"'"'"

%'

*>

#

"

-

>

硝基
>*

-

>

咪唑基%

>">

氧
>

四氢呋喃基
>?>

氧
>

甲苯磺酰

基
>

丙二醇#

(RFFG

%'

*>̀>*>

#

?>

*=

\>">

羟基丙基%

>">

硝基咪唑#

*=

\>\hR[;

%&德国
KSI

公司!

!>

#

!>

甲基

哌啶%吡啶阴离子交换树脂#简称
ihK

柱%&美国

O/92-8

公司!可裁硅胶板&德国
h/162-2

:

>(/

C

2&

公

司!乙醇'甲醇&色谱纯&北京化学试剂厂(

?A@

!

实验方法

?A@A?

!

*L

\

^的生产
!

用住友
`h>*)̀ Q

回旋加

速器&以
D)

,

K

的质子束流连续轰击
`

"

*L

;

(

`

^

经高频电场反复加速&最后由碳膜剥离轰击到靶

上&发生*L

;

#

U

&

.

%

*L

\

核反应生产*L

\

^

&

#)75.

后

用氦气将*L

\

^从靶传到住友
Q\( hG[>"))

合成

模块的靶水回收瓶中(

?A@A@

!

*L

\

^的捕获
!

从靶水回收瓶压出*L

\

^通

过
ihK

柱&

*L

\

^被捕获在
ihK

柱上&这时内置

在合成模块中的放化活度探头
4R*

可以测量出

D*!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

第
!"

卷



捕获到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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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做为稳定剂的情况下&产品的放化纯度和时间

的关系(记录合成结束后时间为起始时间&每间

隔一定时间取样&检测产品的放化纯度(

@

!

结果与讨论

采用住友
Q\( hG[>"))

合成装置&

(RFFG

为前体化合物&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的*L

\

^经氟

化取代后水解&加缓冲溶液调节
U

`

值后用半制

备型
G̀JQ

分离&再进入旋转蒸发仪脱掉溶剂&

加生理盐水溶解产品&转出后过无菌滤膜得到产

品(整个合成时间
#)75.

&不校正合成效率
@;[X

#

!#e#

%

Z

#

"X")

%(透过铅玻璃观察产品为无色

或淡黄色透明溶液&放置
*)

个半衰期后取出观

察&产品为无色透明溶液(用精密
U

`

试纸测定

产品
U

`

值在
D

"

L

之间(

G̀JQ

法检测&产品和

标准瓶溶液的保留时间一致&

]"'"'"

的质量浓度

小于
"# 7

C

)

J

&

* 7J

的细菌内毒素含量小于

*#@H

&产品中乙醇的质量分数小于
*'#Y*)

^?

!

乙腈质量分数小于
*#Y*)

^D

&未检出丙酮成分&

符合临床使用要求(

图
?

!

*)Z

乙醇为流动相时*L

\>\hR[;

的分离曲线

\5

C

<?

!

[2

U

/-/95%.1,-T2%0

*L

\>\hR[;

B596*)Z296/.%&/87%V5&2

U

6/82

@A?

!

制备型
M!SN

流动相选择

分别选用
*#Z

#体积分数&下同%的乙腈#见

图
"

%和
*)Z

'

#Z

的乙醇做为流动相进行产品

纯化&结果示于图
?

$

#

(图
?

结果表明&以
*)Z

的乙醇做为流动相分离产品时&产品的保留时

间为
='DE75.

#如图
?

中尖锐峰
K

%&但分离度较

差&放射性峰与杂质紫外峰重合&用质控型

G̀JQ

对产品进行化学纯度检测发现&在保留时

间为
D'?""75.

和
D'#=L75.

#见图
!

%时出现两

个杂质吸收峰&产品的化学纯度无法满足要求(

图
#

结果表明&以
#Z

的乙醇做为流动相分离产

品时&产品的保留时间为
")'??75.

#如图
#

中

尖锐峰
K

%&虽然分离效果较好&但保留时间过

长&影响合成效率(

图
!

!

*)Z

乙醇为流动相进行*L

\>\hR[;

分离时

得到产品的
G̀JQ

检测
H$

曲线

\5

C

<!

!

H$1,-T2%0

U

-%3,19%V9/5.23

V

:

G̀JQ3292195%.,85.

C

*L

\>\hR[;

82

U

/-/95%.B596*)Z296/.%&/87%V5&2

U

6/82

图
#

!

#Z

乙醇为流动相时*L

\>\hR[;

的分离曲线

\5

C

<#

!

[2

U

/-/95%.1,-T2%0

*L

\>\hR[;

B596#Z296/.%&/87%V5&2

U

6/82

对比乙醇和
*#Z

乙腈水溶液#图
"

%做流动相

进行产物分离的结果表明&

*#Z

乙腈作为流动相

的分离效果优于乙醇&且重复性好&可以在
?7J

)

75.

的低流速下分离产物&柱压低(经旋蒸后除

去乙腈溶剂&测得乙腈质量分数小于
*#Y*)

^D

&

远低于国家药典对氟代脱氧葡萄糖#

\cP

%中乙

腈质量分数小于
!Y*)

^!的要求(因此&在有旋

转蒸发仪的条件下&可以选择
*#Z

乙腈水溶液作

为流动相&为*L

\>\hR[;

的纯化增加一种工艺路

L*!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

第
!"

卷



线选择(以下实验均采用
*#Z

乙腈水溶液作为

流动相(

@A@

!

?[

QHQVCOK

的放化稳定性

制备型
G̀JQ

分离出的产品溶液进入旋转

蒸发仪的梨形烧瓶&加热并在负压状态下脱除溶

剂&

L)d

加热
L)8

&再升温至
*?)d

加热直至溶

剂完全蒸发&注入
*)7J

生理盐水稀释溶解产

品(在不添加任何稳定剂的情况下&测得*L

\>

\hR[;

的放化纯度与时间的关系&结果列于

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产品无法达到放化纯度

大于
=#Z

的标准&但辐射自分解的速率较慢&

D6

后的放化纯度只降低了
"

"

?

个百分点(辐射自

分解的原因是高能射线产生的自由基将水分解成

自由的质子'羟基和过氧化氢&其中过氧化氢的质

量浓度可达
"7

C

)

J

&这些质子'羟基和过氧化氢

破坏目标产物的分子结构&从而导致产品分解*

E

+

(

表
*

!

不添加任何稳定剂条件下

*L

\>\hR[;

放化纯度与时间的关系

F/V&2*

!

42&/95%.865

U

V29B22.-/35%162751/&

U

,-59

:

%0

*L

\>\hR[;/.39572B596%,9/335.

C

/.

:

89/V5&5W2-

合成结束后

时间

放化纯度)
Z

产品活度

*)'"PS

f

产品活度

*"'"PS

f

产品活度

*#'?PS

f

合成结束
)6 =!'L ="'? L!'"

合成结束
*6 =!'* ="') L?'!

合成结束
"6 =?'L =*'? L?'*

合成结束
?6 =?'E =)'D L?'*

合成结束
D6 ="'" L='# L"'D

!!

注"负压状态下'

L)d

加热
L)8

再升温至
*?)d

下加热&直

至溶剂完全蒸发&加入
*)7J

生理盐水溶解产品&不添加稳定剂

迄今为止&辐射自分解的机理并不明确&但可

通过 *L

\>\hR[;

分子结构进行解释(在 *L

\>

\hR[;

分子中&

*L

\

^的电负性比碳原子大&

*L

\

^

吸引电子的结构
Q

$

*L

\

键之间的电子云密度偏向

于*L

\

^

&碳原子带有部分正电荷(因此与*L

\

^相连

的碳原子更容易被亲核试剂进攻&由于连接*L

\

的

碳原子为伯碳原子&故易于发生
[

(

"

亲核取代(

[

(

"

亲核取代反应的特点之一是反应速率与

两种反应物的浓度都相关&高活度的产品辐射分

解产生更多的自由的质子'羟基和过氧化氢&从而

加快*L

\>\hR[;

的辐射自分解(从表
*

可见&随

着产品活度的增大&产品经旋蒸处理后放化纯度

逐渐变低&活度的大小是影响*L

\>\hR[;

放化稳

定性的第一因素&活度越大&单位时间内形成的质

子'羟基'过氧化氢越多&对
Q

$

*L

\

键破坏越严重(

[

(

"

亲核取代为吸收能量反应&当旋蒸加热

温度超过
Q

$

*L

\

键断裂所需要能量时&加快了

*L

\>\hR[;

的分解(实验表明&将放化纯度大于

==Z

的*L

\>\hR[;

含乙腈的水溶液在
L)d

下加

热至溶剂蒸发完全#约用时
D75.

%后取样进行

G̀JQ

分析&放化纯度降低为
=*'?Z

(所以&在

不加稳定剂的条件下&直接采用旋转蒸发仪脱除

分离产品溶液中的乙腈溶剂&会导致产品脱氟而

放化纯度无法达到使用要求(研究了较低温度

#

#)d

%下&不添加任何稳定剂&利用旋转蒸发仪

在高真空的作用下蒸发溶剂&

?))8

后转出产品&

立刻检测放化纯度&发现产品的放化纯度依然小

于
=#Z

&由此可以判断&温度是影响产品放化纯

度降低的重要因素(

@AB

!

?[

QHQVCOK

放化稳定剂的选择

选择抗坏血酸做稳定剂&在旋转蒸发仪的梨

形烧瓶中预先加入
)'*7J*))

C

)

J

的抗坏血酸

水溶液和
*7J

无水乙醇(在
G̀JQ

分离出产品

溶液进入旋转蒸发仪的梨形烧瓶内&与抗坏血酸

溶液和乙醇均匀混合后开始加热&负压下蒸发溶

剂&

L)d

加热
L)8

&再升温至
*?)d

加热直至溶剂

完全蒸发&加入
*)7J

生理盐水溶解&得到产品后

定时取样进行放化纯度分析&结果列于表
"

(

表
"

!

添加抗坏血酸稳定剂条件下

*L

\>\hR[;

放化纯度与时间的关系

F/V&2"

!

42&/95%.865

U

V29B22.-/35%162751/&

U

,-59

:

%0

*L

\>\hR[;/.39572B596/335.

C

/81%-V51/15389/V5&5W2-

合成结束后

时间

放化纯度)
Z

产品活度

*#'!PS

f

产品活度

='ELPS

f

产品活度

*!'?PS

f

合成结束
)6 =*'! ="'= LD'D

合成结束
*6 DD'? =*'E E='=

合成结束
"6 #)'D LE') *D'D

合成结束
?6 !?'E E*'D )'?

合成结束
D6 ""'" #"'# >

!!

注"

)'*7J*))

C

)

J

的抗坏血酸水溶液和
*7J

无水乙醇做

稳定剂&负压下
L)d

加热
L)8

后升温至
*?)d

&加热直至溶剂

完全蒸发&加入
*)7J

生理盐水溶解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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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以看出&在抗坏血酸和乙醇共同存

在下&加热*L

\>\hR[;

的乙腈水溶液&稳定剂不

仅没有起到作用&相反产品的稳定性更加恶化&辐

射自分解情况非常严重(抗坏血酸不适宜作为此

合成工艺下的稳定剂&这与文献*

L

+中抗坏血酸做

为稳定剂的情形不符(表
"

中三批次产品的放化

纯度相差很大&这可能是由于旋蒸时加热温度不

均&或操作者对干燥程度判断差异引起的加热时

间长短不同所致(

[1%99

等*

=

+认为&正电子湮灭产生的高能射线

引起水性介质产生了羟基自由基和活性氧&正电

子示踪剂的分解源于两种物质的作用(并提出稀

释产品降低比活度的方法可以减缓正电子示踪剂

的分解速率而无法阻止其分解(他研究了抗坏血

酸钠做为稳定剂的优势为对产品溶液的
U

`

影响

较小&缺点为用碘铂酸钾
FJQ

点样法&对产品进

行
]"'"'"

含量检测时&可能出现假阴性(

本工作选择抗坏血酸钠做为稳定剂&加入量

与加入方法与抗坏血酸做稳定剂的实验条件相

同&结果列于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抗坏血酸钠

的加入&可以保护产品的放化稳定性&

*?)d

加热

至溶剂挥发完全后放化纯度大于
=LZ

&在
D6

后

放化纯度仍然大于
=#Z

(

联合使用抗坏血酸和抗坏血酸钠做为稳定剂&

在旋转蒸发仪的梨形烧瓶中预先加入
)')#7J

*))

C

)

J

的抗坏血酸水溶液'

)')#7J*))

C

)

J

的

抗坏血酸钠水溶液和
*7J

无水乙醇(负压下蒸

发溶剂&

L)d

加热
L)8

&再升温至
*?)d

加热直

至溶剂完全蒸发&得到产品后定时取样进行

G̀JQ

分析&测得放化纯度为
L)'#Z

(

表
!

为
U

`

值对*L

\>\hR[;

放化稳定性的影

响(由表
!

可见&

U

`

值是影响*L

\>\hR[;

放化

稳定性的另一因素&

*L

\>\hR[;

在中性及弱碱性

体系内稳定&而在酸性体系内稳定性差(

表
?

!

添加抗坏血酸钠稳定剂条件下*L

\>\hR[;

放化纯度与时间的关系

F/V&2?

!

42&/95%.865

U

V29B22.-/35%162751/&

U

,-59

:

%0

*L

\>\hR[;/.3

9572B596/335.

C

8%35,7/81%-V/9289/V5&5W2-

合成结束后

时间

放化纯度)
Z

产品活度

*D'=PS

f

产品活度

L'#PS

f

产品活度

*!'LPS

f

产品活度

*#'LPS

f

产品活度

*)')PS

f

产品活度

*!'?PS

f

合成结束
)6 =='* =='= =='? =L'= =='? =='*

合成结束
*6 =L'! =='L =L'L =L'" =E'D =L'L

合成结束
"6 =E'L =='D =E'E =E'# =E'" =L'D

合成结束
?6 =E'L =='! =D'D =D'! =E'" =L')

合成结束
D6 =D'= ==') =#'! =#') =D'L =E'!

!!

注"

)'*7J*))

C

)

J

的抗坏血酸钠水溶液和
*7J

无水乙醇做稳定剂&负压下
L)d

加热
L)8

后升温至
*?)d

&加热直至溶剂完全

蒸发&加入
*)7J

生理盐水溶解产品

表
!

!U

`

值对*L

\>\hR[;

放化稳定性的影响

F/V&2!

!

@00219%0

U

`%.-/35%162751/&89/V5&59

:

%0

*L

\>\hR[;

稳定剂
U

`

值 旋蒸温度和时间 稳定性#放化纯度
#

=#Z

%

抗坏血酸
?

"

# L)d

加热
L)8

&再
*?)d

下加热至溶剂完全蒸发 不合格

抗坏血酸钠
E

"

L L)d

加热
L)8

&再
*?)d

下加热至溶剂完全蒸发 合格

抗坏血酸
_

抗坏血酸钠
?

"

# L)d

加热
L)8

&再
*?)d

下加热至溶剂完全蒸发 不合格

@AF

!

?[

QHQVCOK

的纯度检测

用
# 7J

注射用水溶解
* 7

C

标准品*=

\>

\hR[;

&以微量进样器吸取
")

,

J

进行
G̀JQ

检

测&结果示于图
D

(由图
D

可知&标准品*=

\>\hR[;

的保留时间为
D')=E75.

(在相同的条件下进

行*L

\>\hR[;

的
G̀JQ

放射性检测&结果示于

图
E

(如图
E

所示&

*L

\>\hR[;

的保留时间为

D'*)=75.

&

\

^ 的保留时间为
"'L!L75.

&产品

*L

\>\hR[;

的保留时间和标准品*=

\>\hR[;

的

保留时间基本一致(图
L

为
G̀JQ

法检测*L

\>

)"!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

第
!"

卷



\hR[;

的化学纯度曲线(由图
L

可知&保留时间为

"'E!?75.

的紫外吸收峰为抗坏血酸钠!

D'**#75.

为

产品*L

\>\hR[;

的吸收峰&但成品溶液中*L

\>

\hR[;

的化学含量非常低(

图
D

!

G̀JQ

法检测*=

\>\hR[;

标准品的
H$

曲线

\5

C

<D

!

c292-75./95%.%0H$1,-T2

%0

*=

\>\hR[;89/.3/-3V

:

G̀JQ

图
E

!

*L

\>\hR[;

的放化纯度检测曲线

\5

C

<E

!

*L

\>\hR[;-/35%162751/&

U

,-59

:

1,-2

图
L

!

G̀JQ

法检测*L

\>\hR[;

的化学纯度曲线

\5

C

<L

!

c292-75./95%.%0162751/&

U

,-59

:

1,-T2

%0

*L

\>\hR[;V

:

G̀JQ

用薄层色谱法检测产品的放化纯度&结果示

于图
=

(

\

^的放射性峰在原点&产品*L

\>\hR[;

的
2

0

X)'#E#75.

&放化纯度大于
=#Z

(

图
=

!

薄层色谱法检测*L

\>\hR[;

的放化纯度

\5

C

<=

!

FJQ3292-75./95%.%0-/35%162751/&

U

,-59

:

%0

*L

\>\hR[;

B

!

结
!

论

#

*

%回旋加速器生产出的*L

\

^经
ihK

柱捕

获后由
]

"

Q;

?

和
]"'"'"

的混合溶液淋洗&经两

次干燥除水后加入乙腈溶解的前体
(RFFG

&在完

全密闭加热下进行氟化取代反应&冷却后加盐酸

水解去除保护基团&再以缓冲溶液中和反应体系&

用半制备
G̀JQ

以
8

#乙腈%

g8

#水%

X*#ZgL#Z

为流动相进行产品分离&将产品溶液转入预先加

入抗坏血酸钠的梨形烧瓶内&加热脱除溶剂&最后

加入生理盐水溶解&过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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