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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示踪技术如今也被广泛应用于药物发现和开发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其高灵敏性、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使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通过对近年来放射性标记技术在药物评价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为药物研发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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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Aajb）研

究是新化学分子实体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

之一，也是药物注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部分。

相对于常规生物样本检测技术，放射性标记示踪技

术优势明显，例如生物体对标记与非标记的药物分

子不做区分，两者所表现的生物学特征是一致的，

同时，放射性核素通过衰变释放可被检测的射线信

号进行物质定量和定位，可以避免生物基质的干扰。

在 CcaA发布的《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中也指出了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药

动学研究过程中的应用价值和优势。随着放射性标

记技术的迅速发展，在药物发现和开发阶段中的应

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对近年来放射性同位素在药

物研发中的应用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特别是该技术

在体外、体内动力学和药物安全性评价领域中的价

值和优势，以及放射性标记检测新技术的应用，以

期为药物研发企业、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提供新的可

借鉴的参考。=
N=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剂的选择=

在放射性标记示踪中，除了放化纯度和比活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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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选择合适的放射性核素和标记位置至关重要。

常用的核素有 NQC、Pe、NORf、POm、PRp等，其中 NQC
和 Pe 是药动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放射性核素，其特

点首先是它发出的是很安全的低能 β 射线，易于防

护并可用液闪技术测得，实验操作及结果检测十分

方便，特别是 NQC；其次由于其半衰期长（R=TPM年），

在实验中测得的数据结果计算时不需要作物理半衰

期的矫正。NQC主要应用于小分子药物的示踪研究，

在标记位点的选择时，一般应首先考虑对分子结构

中的芳香环或脂环上的 C原子进行标记xNJOz，而尽可

能避免在羧基、羟基、巯基、氨基等活性部位进行

标记，还应远离化学键断裂位置，因为一旦这些不

稳定基团脱离母体化合物，就失去了对母体药物及

主要代谢物的示踪能力。目前在小分子化药的放射

性同位素应用实例中，NQC超过 UMB=xPz。=
Pe特点与 NQC有些相似（发射低能 β 射线，半

衰期 NOKPR年），与 NQC比其缺点是标记物容易与环

境中的 Ne原子发生交换，因此稳定性较差。Pe 的

优点是标记物的合成较为方便廉价，因此在标记物

能够满足实验需求的情况下，也常选用 Pe 标记物

作为示踪剂。此外，Pe 不仅能用于小分子药物

Aajb研究，还可以用于某些大分子药物（如多糖）

的示踪剂。=
另外主要用于蛋白L多肽类药物研究的核素是

NORf，它可以用化学合成法共价结合到酪氨酸或组氨

酸的侧链上。NORf发射 γ 射线，可以用 γ 计数仪检测，

由于 γ 射线穿透性较强，样品检测几乎不受基质效

应影响。另外 NORf半衰期较短（RVKS= d），放射性废

物存放一定时间后，待放射活度降低至环境本底水

平，即可按普通废物进行处理，相较于其他核素来

说对环保的负面影响较少。=
常规实验多采用一种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待测的

药物，但有时原型药物在代谢过程中因化学键断裂

同时生成 O个重要代谢产物，这时可采取双标记技

术的放射性示踪剂，此时最好选用不同能量或发射

不同类型射线的核素，例如 NQCLPe、NQCLNORf等xQJRz。=
O=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体外研究中的应用=
OKN= =在体外肠吸收试验中的应用=

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性可通过药物透过胃肠道

的渗透能力评价，此外肠壁细胞内侧存在药物外排

泵，可以把已经摄入细胞内的药物外排出去，从而

影响药物的吸收与药物的生物利用度。人类结肠腺

癌 C~coJO=细胞系，具有与小肠上皮细胞相似的形

态和功能，在透性支持物上培养可完成自动分化，

形成具微绒毛以及紧密连接等类似于小肠上皮细胞

刷状缘侧的分化特征的单细胞层xSz。目前，该细胞

模型结合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已广泛用于评价药

物肠道渗透能力、预测药物口服吸收利用度及预测

药物与外排转运蛋白的亲和力等xTJVz。=
放射性探针药物如 NQCJ聚乙二醇 QMMM、NQCJ甘

露醇、PeJ普萘洛尔等可用于细胞完整性和致密性研

究，常作为 C~coJO系统的模型药物在各种文献中提

到，并被 caA 推荐应用xNMJNNz。PeJ地高辛为推荐的

外排型药物转运蛋白 mJgé的标准底物，可以作为探

针药物用于 C~coJO 细胞中 mJgé 的活力验证。总结

文献报道及国内外指导原则，结合本实验室研究经

历，本文对 C~coJO细胞模型常用的放射性工具药及

评价标准做出了归纳，可供研究者参考，见表 N。
因同位素探针药物的测定相较于质谱测定操作简

易，耗时短，检测限低，在用 C~coJO细胞进行人体

生物等效性豁免试验时经常将其作为不同 _Cp 分

类的工具药使用。PeJ普萘洛尔、PeJ美托洛尔、PeJ
米诺地尔、PeJ肌酐、NQCJ二甲双胍、NQCJ甘露醇等

目前在本实验室作为不同渗透性工具药用于人体生

物等效性豁免试验xNOJNPz，详细结果见表 O。=
OKO= =在基于药物转运蛋白的体外研究中的应用=

从药物研发和临床的观点，药物转运蛋白研究

的重要性是集有效性和安全性于一身。药物转运蛋

白不仅直接参与药物的吸收、分布、排泄等药动学

行为，同时与分布于靶器官的有效药物浓度密切相=

表 N= =不同放射性工具药及评价标准=
qable=N= = salidation=of=radioactive=medicines=and=evaluation=standard=

放射性探针药物= 用途= m~ééLE×NM−S=cm·s−NF= 外排率（ob）LB= 给药浓度LEμCi∙mi−NF=
PeJ地高辛=

mJgé活力验证=
摄入方向﹤N= ﹥Q= N=

PeJ地高辛（含维拉帕米）= 摄入方向﹥N= = ﹤O= N=
PeJ普萘洛尔= 细胞完整性验证= ﹤QV= ≈1= N=
NQCJ甘露醇= 细胞完整性验证= ﹤N= ≈1= MKR=

NQCJ聚乙二醇 QMMM= 细胞完整性验证= ﹤N= ≈1= M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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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 =不同放射性工具药在 CacoJO细胞单层中在摄入方向的不同时间点的 mapp值=
qable=O= = aifferent=of=radioactive=medicines=for=determining=the=permeability=of=the=CacoJO=cell=monolayer=system=in=uptake=

direction=at=different=times=

_Cp工具药= 渗透性类别=
mappL（×NMJScm·sJN）=

PM=mán= SM=mán= VM=mán=
PeJ普萘洛尔= eágh（f~≥URB）= NUKM–MKOPO= NSKP–MKQPO= NQKS–MKPQT=
PeJ美托洛尔= eágh（f~≥URB）= NOKR–MKSTS= NOKV–MKSNU= NOKP–MKSRM=
PeJ米诺地尔= eágh（f~≥URB）= QKQR–MKNVQ= RKRQ–MKMPU= RKVV–MKMUS=
NQCJ二甲双胍= joder~te（f~=ZRMB~UQB）= NKTT–MKNTS= NKTT–MKMQT= NKUN–MKMUT=

PeJ肌酐= joder~te（f~=ZRMB~UQB）= OKNQ–MKNPO= NKVV–MKNOR= OKOS–MKNSO=
NQCJ甘露醇= iow（f~＜RMB）= NKOO–MKPSU= NKOU–MKOOR= NKOP–MKNQT=

 

关，直接影响药效的发挥、药物的体内清除和毒副

作用的产生xNQz。因此，建立有效的药物转运蛋白体

外筛选评价体系，是加速新药研发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室通过基因克隆、基因重组、载体构建、

细胞转染等技术，构建了 OM余人源转运蛋白稳定表

达细胞系，以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不同转运蛋白的

特异性底物为探针，用液体闪烁计数仪进行测定，

进行药物与不同药物转运蛋白的亲和性研究。现将

本实验室构建好的人源药物转运蛋白稳定表达细胞

系及所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总结于表 P，供研究者参

考。在细胞模型试验中，同位素标记化合物的应用

是最常见的，包括 Pe和 NQC两种标记方式。NQC标

记化合物半衰期长，且结构稳定，但 Pe 的检测灵

敏度能达到 NQC的 N= MMM倍左右，因此在选择放射

性标记种类时，既要考虑标记化合物的稳定性，还

要考虑与转运体的亲和性和检测灵敏度xNRz。=

表 P= =本实验室具备的转运体表达细胞株及使用的放射性探针底物=
qable=P= = qhe=transporters=cell=lines=in=our=laboratory=present=and=radioactive=probe=substrates=

药物转运蛋白= 细胞株= 放射性探针底物=
lAqN= pO= NQCJ对氨基马尿酸= =
lAqO= pO= PeJ前列腺素 F2α =
lAqP= pO= PeJ硫酸雌酮=
lAqQ= pO= PeJ硫酸雌酮=
lAqT= pO= PeJ硫酸雌酮=
lCqN= pO= NQCJ四乙胺=
lCqO= pO= NQCJ四乙胺=
lCqP= pO= PeJ组胺=
mbmqN= Cel= PeJ甘氨酰肌氨酸=
mbmqO= Cel= PeJ甘氨酰肌氨酸=
roAqN= ebhOVP= NQCJ尿酸=
lCqkN= pO= NQCJ四乙胺= EqbAF=
lCqkO= pO= PeJiJ肉碱=

lAqmN_N=ElAqmOF= = ebhOVP= PeJ硫酸雌酮=
lAqmN_P=ElAqmUF= ebhOVP= PeJ17βJ雌二醇J17βJaJ葡糖苷酸=
lAqmO_N=ElAqmJ_F= = ebhOVP= PeJ硫酸雌酮=

iAqN= Cel= NQCJiJ亮氨酸=
iAqO= Cel= NQCJiJ亮氨酸=

jaoNLmJgé= jaChLC~coJO= PeJ地高辛=
jomO=EA_CCOF= sesácäeLC~coJO= PeJ17βJ雌二醇J17βJaJ葡糖苷酸=
_Com=EA_CdOF=A= sesácäeLC~coJO= PeJ硫酸雌酮=
_pbm=EA_C_NNF= sesácäe= PeJ牛黄胆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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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P= =在体外酶代谢中的应用=
在药物发现和早期开发阶段，还没进行人体试

验，体外代谢实验将提供可能在人体内观察到的代

谢模式的早期信息，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体

外酶代谢中更是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通常用肝组

分（微粒体或 pV）或肝细胞获得体外代谢物谱。体

外代谢物谱的经典做法是，将一种药物与肝微粒体

等孵化，然后通过放射性检测和 iCLjpLjp对孵化

液进行色谱分析，以追踪和鉴定代谢物xNSz。放射性

标记药物作为示踪剂还可以方便地比较药物在不同

种属的代谢情况。体外反应表型实验中，常应用质

谱法比较代谢产物和原药的离子化程度等评估代谢

产物的相对生成量，但一旦获得放射性标记药物，

可以应用 emiCJ放射性检测法，通过比较特征放射

性峰测定体外代谢表型研究中代谢产物的相对丰

度，然后用特定酶在微粒体等的相对丰度对重组酶

的反应速率进行换算xNTz。=
OKQ= =在血浆蛋白结合率和血细胞分配率研究中的

应用=
血浆蛋白结合在测定药物总的代谢分布中发挥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血浆中非结合的药物很容易到

达靶器官，反之结合到血浆蛋白上的药物则很难通

过毛细管壁以及穿透细胞膜xNUz。药物进入血管外空

间的能力也由药物在血液成分（如红细胞）中的分

配特性决定。红细胞分离和血浆蛋白结合度通常可

以通过体外研究评估。测定血浆蛋白结合最可靠的

方法是检测平衡透析试验中血浆及缓冲液内游离药

物的含量。液质联用方法比较耗时，涉及到方法建

立、方法确证和样品制备等问题，且还存在基质干

扰问题（因血浆蛋白结合实验含有高盐浓度的样品

溶液中会产生离子抑制等问题）。相反，若采用放射

性标记化合物研究蛋白结合实验，则可以通过液体

闪烁计数仪直接测定药物浓度。而且因其独特的检

测特性，放射性检测也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
P= =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在药物体内动力学研究中的

应用=
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是药物开发阶

段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获得的药动学参数，

可以很好地阐明药物在体内的动态变化规律。在生

物药剂学评价中，药代参数可以用于评价制剂的特

性和质量。而在药效学和毒理学评价中，药代行为

可以为揭示药物的作用机制，选择适宜的动物种属

提供参考，特别是药物及其相关代谢产物的体内浓

度也与其药效L毒效高度相关xNVz。因此获取药物动力

学数据对于药品开发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
诺和诺德公司通过 Pe和 NQC标记针对其开发的

新型长效凝血因子 fu 产品（non~cog= bet~= éegoäI=
kVJdm）进行了完整的动力学特征评价xOMz。吸收动

力学、组织分布、排泄数据通过单次静脉注射给予

雄性 tást~r 大鼠和犬标记药物后采集样本测定获

得。研究结果显示原型药物具有某种程度的两相分

布特征，血浆消除较快（半衰期 N～O=d），而总放射

性检测则显示出明显的两相特征，初始分布 N～O
周（t1/2α：O～P=d）而后表现出较长的末端消除过程

（t1/2βWNR～NU=d），长半衰期也与其他 mbd化的蛋白

末端消除的行为一致。通过放射性表型分析发现血

浆中两种主要的放射性标记物分别是完整的kVJdm
和 QM= ka~左右的 mbd，给药后 N周左右，血浆中

的主要成分是 kVJdm，而随着 kVJdm的降解消除，

游离的 mbd 的含量上升并且长期存留于血液循环

中。另外，组织分布研究指出 kVJdm的放射性多集

中于肝和肾脏，结果与排泄研究一致，大约有 QQB
和 OUB的总放射性（Pe），RSB和 QVB的总放射性

（NQC）分别经尿和粪便回收。其中最强的放射性回

收集中于给药后的 OQ=h，并且约有一半的放射性在

给药后 O～P 周回收。kVJdm 的肝肾分布和排泄也

通过放射自显影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
iee等xONz通过对 mbd化的血红素 p_N进行 NORf

标记示踪研究其药动学行为。在分别静脉给予雄性

pa大鼠（R、NOKR=miLkg）和 be~gäe犬（NM=miLkg）
放射标记的血红素 p_N后，利用伽马计数器检测全

血和血浆中的放射信号。大鼠低剂量组给药后血浆

Cm~x、tNLO、ArC和 Tm~x分别为 VKMRR=mgLmi、VKS=h、
TVKS=mgL（h∙mi）和 MKO=h，全血中 Cm~x、tNLO、ArC
和 Tm~x 则分别为 QKVRQ= mgLmi、VKT= h、PTKS= mgL

（h∙mi）和 MKNN= h。而高剂量组给药后 Cm~x和 Tm~x
呈现明显剂量相关性，分别增加 OKN和 OKU倍。给予

be~gäe犬后，血红素 tNLO显著增加约 R倍，显示出慢

消除的特点。相关研究为评估 mbd化血红素药理特

征提供了数据支持。=
除应用放射性标记进行临床前药物动力学研究

外，人体试验中放射性标记也十分重要，dph开发

了一种口服 jbhNLO 选择性抑制剂曲美替尼并在 f
期临床研究中通过微量示踪（mácrotr~cer）研究了

药物在人体内的暴露，特别是其生物利用度xOOz。先

口服给予受试者 O= mg 未标记的曲美替尼后，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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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给予 R=μg（约 TKQ=k_q，OMM=nCá）NQC标记

的药物。结果显示曲美替尼的绝对生物利用度约

TOKPB，同时其血浆清除率约为 PKON=iLh。较高的生

物利用度和较低的清除率也表明药物的肝脏提取率

较低，首关效应不明显。另外，药物经口服和静脉

给药的消除半衰期为 NM～NN=d。对于这种长半衰期

的药物，放射微量示踪技术就体现出了明显优势，

例如可以避免传统交叉试验中的较长的清洗期，因

此可以让受试者无需等待就可以接受其他药物治疗

或者招募正在清洗期的病人进入新的试验研究。=
Q=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物质平衡、代谢机制中

的应用=
在药物临床前开发和早期临床研究阶段，通过

收集动物或受试者的排泄物（包括粪、尿和胆汁）

可以进行物质平衡研究，进而获取受试药物的排泄

途径和排泄速率，以及进行代谢产物鉴定和药物吸

收行为估计。在物质平衡研究和代谢机制研究方面，

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结合传统 iCJjp 法已经显示出

了明显优势。=
基因泰克公司在研究曲妥珠单抗Jbmt~nsán 偶

联物组成中的微管抑制剂 ajN 的代谢过程中通过

静脉单次给药给予了 pa大鼠 Pe标记的 ajNxOPz。
研究指出放射性从血液中快速消除，并分布在主要

器官。给药 R=d后，近乎 NMMB的总放射性通过粪便

进行了回收，其中胆汁排泄占据了药物主要的排泄

途径（P= d回收了 QSB），而尿液排泄不足 RB。另

外除胆汁样本分析提示原型药物占比较小外，ajN
的代谢产物主要通过氧化、水解、pJ甲基化和结合

反应生成。结果表明 ajN 在体消除快速，并且药

物代谢途径广泛，同时主要通过肝胆途径排除体外。=
oáchter=l等xOQz在近期针对一种口服jbhNLO高

选择性抑制剂 mám~sertáb 进行了完整的人体药动学

研究时使用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受试者分别接受

静脉推注 O=μg（约 V=k_q）和口服 SM=mg（约 OKS=j_q）
NQC 标记的 mám~sertáb。研究结果表明口服给药后

URKNB的总放射性可以在排泄物中回收，其中药物

主要通过尿（ROKUB）和粪便（PMKTB）排泄，另外

TUKVB的放射性是以代谢产物的形式存在，并且找

到了两种血浆中主要的代谢产物。=
由于放射性同位素更高的灵敏度，通过给予动

物或者受试者放射性标记的物质后采集排泄物样本

可以获得比传统生物检测方法更好的物质平衡研究

结果，结合药动学结果可以更好地对原型药物和代

谢产物进行鉴定和定量分析。尽管通常条件下，放

射性标记技术可以达到总放射性回收率 URB甚至更

高，但是低回收率情况也时有出现，例如样本收集

不完全，特别是对于大动物（be~gäe 犬、猴）难以

完全收集其排泄物，同时笼具清洗困难；另外放射

标记位置选择也会决定放射性回收，那些可以断裂

进入内源性代谢途径的位点可以导致标记部位最终

代谢为 NQClO而从呼吸道排出xORz，因此在选择动物

种属和标记位点是应全面考虑，尽可能避免造成低

回收的情形出现。=
R=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药物安全性评价中的

应用=
药物及其代谢产物需要在开发阶段进行动物和

人体实验研究其暴露程度以确保药物相关物质的安

全性。在 fCe 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指南

《koncäánác~ä=p~fetó=ptudáes=for=the=Conduct=of=eum~n=
Cäánác~ä= qrá~äs= ~nd= j~rketáng= Authoráò~táon= for=
mh~rm~ceutác~äs》中对于超过 NMB总暴露量的代谢

产物要求进行评估xOSz，而以非放射性标记方法测定

所有代谢产物的暴露量通常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对

于那些有很多代谢产物的药物，而单剂量给予放射

性标记的药物则可以很好解决这些问题。=
以利希普坦（iáxáv~ét~n）为例，mr~k~sh=C等xOTz

利用口服单次给予受试者 NQC 标记的利希普坦后采

样进行血浆中代谢产物的表征和定量分析，与临床

前毒理研究中所得代谢产物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代谢

产物的差异。对于广泛代谢的利希普坦，

éórroäoc~rboxóäác（jR）和 ~nthr~náäác=~cád（jS）被

鉴定是利希普坦的主要代谢产物，其中 ~nthr~náäác=
~cád在人体、大鼠和犬上都被证实是主要代谢产物，

而 éórroäoc~rboxóäác= ~cád 在大鼠和犬上暴露则相对

低得多。另一个吡咯烷酮代谢产物 jP 在大鼠和犬

上被确证为主要代谢产物，而在人体试验中 jP 难
以与另外 O 个代谢产物 jN 和 jO 进行区分，jP
的作用因此难以在人体上确证。除了主要代谢产物

外，研究还找到了另外 S个代谢产物，其中jS、T、
U的暴露量均高于大鼠或犬上的含量，而jN、O、P
的暴露相较于动物则低得多。另外还有其他未能指

认的成分，但是总暴露量低于 RB，因此与药物的

安全性相关性较弱，可不做过多关注。尽管在人体

上唯一暴露的代谢产物情况比较罕见，更多的情况

还是药物的代谢产物表型种属差异小，而暴露量存

在明显差别，因此 caA 指南建议在早期药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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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进行药物代谢差异分析xOUz。另外启动大规模临

床研究前需要明确药物代谢产物的类型和种属差

异，因此尽可能早的进行代谢产物表征和确证就显

得十分迫切。=
S= =放射性标记检测新技术=

在放射性同位素检测应用中，液体闪烁分析

（äáquád=scántáää~táon=countángI=ipC）、流动液体闪烁分

析（fäow=scántáää~táon=~n~äóòerI=cpA）和微孔液体闪

烁分析（mácroéä~tescántáää~táon=countángI=jpC）通常

作为在线或离线检测器与传统分析方法联用进行代

谢产物分析、结构确证和定量分析。而正电子发射

断层成像技术（éosátron=emássáontomogr~éhóI=mbq）
包括 mbqLCq和 mbqLjof作为一种高灵敏的非侵入

式成像技术正在被大量应用于药物开发的临床和非

临床研究阶段xOVJPPz。mbq通过给予受试者或者动物
NNC、NPk、NRl、NUc 等缺中子同位素，基于这些元

素衰变同时释放正电子的特性，并结合湮灭反应过

程中产生光子强度不同的特点通过计算机处理放大

进行影像重建，进而从分子水平反映组织器官病理

生理、生化代谢、功能性改变或体内受体分布。mbq
技术除了在疾病早期筛查和诊断外（如病灶定位），

mbq也可以对于药物的在体过程进行精确定位。例

如将 NUc 标记的脱氧葡萄糖（cad）给予受试者后

通过其分布进行癌症筛查，通常健康的甲状腺中

cad 含量很低，而异常高水平的 cad 可根据其摄

取方式作为慢性甲状腺炎或肿瘤恶性程度的判定指

标xPQz。另一个 mbq技术的成功应用则是利用 NNC标

记的维拉帕米研究环孢霉素对 mJgé 底物摄取的抑

制作用xPRz。作为血脑屏障中最重要的外排型转运

体，mJgé控制着很多药物包括抗肿瘤药物的外排过

程。但是由于难以检测，因此在体研究 mJgé抑制剂

的作用极为困难。juòá 等xPRz通过给予健康受试者
NRl标记的水分子进行血流评估，之后注射 NNC标记

的维拉帕米进行 mJgé功能评估。通过比对是否给予

环孢素 A的条件下 NNC标记的维拉帕米的动态影像

数据定量，发现环孢素 A 对于 mJgé 的抑制可显著

提高脑组织中维拉帕米的含量约 TPB，因此通过这

种非侵入方式可以方便地对 mJgé 介导的药物脑组

织中的暴露影响，特别是其抑制剂进行研究。尽管

mbq技术灵敏、分辨率高，但是相对于其他稳定同

位素，mbq所用同位素半衰期一般较短，NNC和 NUc
的半衰期分别只有约 OM=mán和 O=h，这为制备放射

标记的化合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同时组织分布

研究也只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当然较短的半衰

期也减少了在体研究过程中对放射剂量调整的= = =
要求。=

除 mbq技术外，另一种近些年来被广泛应用的

放射性同位素检测技术是加速器质谱技术

（~cceäer~tor=m~ss=séectrometróI=Ajp）xPSJPUz。作为传

统放射性检测技术的补充和替代方法，加速器质谱

现在多与液相或液质联用进行生物样本的定量分

析。Ajp通过测量样本中碳同位素的比例（NQCLNOC）
进而对含 NQC标记的待测物进行定量xPVz。与依赖同

位素衰变的传统检测技术相比，Ajp极大地提高了

检测的灵敏度，相较于液闪检测可提高至约 P千万

倍xQMz。随着检测灵敏度的提高，含 NQC标记的化合

物的给药剂量也可以随之大幅下降。除此之外，

Ajp检测物质单一、不受化合物结构和基质效应的

影响，也很好地弥补了传统iCJjp检测技术的不足。=
基于技术发展，Ajp现如今已经被大量应用于

药物研究，特别是药动学领域中。微剂量给药（通

常也指 M期临床研究）可以通过给予人体常规治疗

剂量的 NB甚至更低的水平来获得药物的动力学参

数，例如吸收动力学、组织分布、代谢和排泄。由

于给药剂量有限，监管机构对此也准许免于在研新

药申请即可进行有限人体实验用以采集相关数= = =
据xQNz。尽管微剂量给药与常规剂量给药后药物在体

过程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微剂量给药研究所得 mh
数据与常规剂量给药所得结果相关性整体上依然高

达 UMB以上xQOz。另外在代谢产物安全性研究方面，

Ajp的优势也十分明显。通过给予受试者混有一定

比例 NQC标记的药物（通常约 NM=k_q）后检测血浆

中总放射性与原型药物含量进行比较，可以直接判

断代谢产物的水平并决定是否后续进行代谢产物分

析。通过 iCJAjp联用可以直接对原型药物及其相

关代谢产物暴露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并与临床前研

究所获得数据进行比对来确证主要代谢产物是否有

差别xPVz。=
T=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应用前景=

现如今，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示踪技术在药物开

发中，特别是药动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与传

统生物检测手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除了在药物

动力学表征、组织分布、代谢L排泄机制和物质平衡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外，放射性标记还在以下领域

显现出了不可比拟的优势：（N）非常规代谢产物鉴

定xQPz，通过对维莫德吉（sásmodegáb）进行 NQC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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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药物评价中的应用=
cigK=N= = Application=of=radioisotope=tracer=technique=in=drug=evaluation=

记研究代谢产物，发现了吡啶环非常规开环过程；

（O）药物的蛋白共价结合（cov~äent=éroteán=bándángI=
Cm_），药物分子代谢生成活性中间体并与酶或核酸

共价结合进而导致功能蛋白失活xQQz，为此默克公司

开发了在体和离体 Cm_ 测试方案来评估候选药物

生物激活的可能性 xQRz；（P）生物等效豁免（_b=
t~áver），如果某药物生物利用度超过 VMB或者 VMB
以上药物经由尿液排出，对于生物药剂学 fff类药物

则可以判定为高渗透性xPz。另外，新核素的标记应

用和新标记方法，例如双标法xQSJQTz研究药物动力学

特征和组织分布也使获取相关信息更加方便和= = =
准确。=

从监管机构和制药企业的认识角度尽管已经对

应用放射性标记研究药物特征达成共识，但是在何

时、何种情况下进行放射标记的 Aajb研究尚存争

论。通常来讲，利用体外模型进行早期代谢评估可

以有效提高开发效率，进行跨种属的代谢表型分析

可以为临床前毒理研究选择合适动物模型提供相应

依据。caA也明确鼓励申办方在药物开发阶段通过

多种手段获取相关代谢数据，因而，尽早通过放射

标记技术获取所需数据可以加速药物研发进程，缩

短品种上市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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