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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药药学学家家屠屠呦呦呦呦获获诺诺贝贝尔尔奖奖
发现抗疟“神药”青蒿素，系中国本土科学研究首获诺奖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１０月５日
电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５日在斯德
哥尔摩宣布，将２０１５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
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
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
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
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
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
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
得的最高奖项。今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奖金共８００万瑞典克朗

（约合９２万美元），屠呦呦将获得奖
金的一半，另外两名科学家将共享
奖金的另一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为艰
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
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
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
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
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
法，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
而受益。

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
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
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
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由寄
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
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
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
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坎
贝尔和大村智发明了阿维菌素，从
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
的发病率。今年的获奖者们均研究
出了治疗“一些最具伤害性的寄生
虫病的革命性疗法”，这两项获奖成
果为每年数百万感染相关疾病的人
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疗新方式”，
在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患者病痛方
面的成果无法估量。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我觉得这个奖除了是中国科
学界特别是医学界的零的突破外，
更重要的是让世界和中国重新认识
了中医和中药材。”10月5日晚，山东
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
首席科学家王振国教授表示，屠呦
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证实中药在
药理方面的作用不容抹杀。”

根据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前院
长饶毅等人的研究，长期以来学界
对中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现代
医学发展到今天，中药意义很小，“甚
至毫无作用”；另一种则认为中药有
用，但中药必须使用复方，且不能按
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
己特殊的标准。“甚至一部分西医认
为中医难以通过科学实证的方式得
以验证，是一种‘伪科学’。”5日下
午，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医药专家说。

值得说明的是，屠呦呦此次获
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她对传统青
蒿素提取方法的创新，而这个创新
方法，来自对传统中医方法的改良。
王振国表示，当年屠呦呦提取青蒿
素用的是“绞汁”的方式，这与传统
中医高温“水煎”的方式不同，“这是
受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影响。”

“中医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了
药材的药理作用，在此基础上，再结
合西医的现代研究方法。屠呦呦此
次获奖可谓中西医结合的典范。”王
振国说。

10月5日晚上8点18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揭晓近3小时后，记者拨通了屠呦呦
家的电话。

“喂？”那边的声音有些低沉，不过听得出是
女性的声音。

“你好，请问是屠呦呦教授吗？”一开始不觉得
能直接通话上屠呦呦，总觉得这样功成名就的科
学家，总会有一些生活秘书啥的照料起居吧。

“是的，你是哪位？”
记者自报家门后，屠呦呦教授笑答：“今天

已经有很多人打来电话了。”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得奖的？”

“今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才知道得奖的。”
“这次能够得奖，感觉有意外吗？”
“没有特别的感觉，有一些意外，但也不是

很意外。”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

科学家的荣誉，大家一起研究了几十年，能够获
奖不意外。”

“这个‘十一’您没有出去玩吗？”
“身体不太好，就在家里休息着。”
“身体哪里不舒服？”
“尿糖有些高。” 据钱江晚报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
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项目背后是
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
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
性的棘手问题。

临危受命，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
究院科研组长。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的
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
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
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
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没放过，屠呦呦
终于在2000多种方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
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可在最初
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
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屠呦呦再一次
转向古老中国智慧，重新在经典医籍中细细翻找，
突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牢牢抓住她
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一语惊醒梦中人，屠呦呦马上意识到问题可
能出在常用的“水煎”法上，因为高温会破坏青蒿
中的有效成分，她随即另辟蹊径采用低沸点溶剂
进行实验。

成功，在190次失败之后。1971年，屠呦呦课题
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
100%的青蒿提取物。1972年，该成果得到重视，研
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
青蒿素。这些成就并未让屠呦呦止步，1992年，针
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
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
级版”。 据人民日报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虫，
对脑疟等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青蒿素类药物可口服、可通过
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甚至可制成栓剂，使用简单便捷。但为了防范
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目前普遍采用青蒿素与其他药物联合
使用的复方疗法。

作为“中国神药”，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显示了奇效。２００４年５
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
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

达到９７％，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
采购和分发１００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

药。
“中国神药”给世界抗疟事业带来了曙光。世界

卫生组织说，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近年来
疟疾死亡率显著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泛分
发青蒿素复方药物。仅在赞比亚，由于综合运用
杀蚊措施和青蒿素类药物疗法，２００８年疟疾致
死病例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６６％。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已有１１个
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另
有５个非洲国家覆盖率为５０％至１００％。而在
２００５年，仅有５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
率为５０％至１００％。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
拉特评价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

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
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她表示，经过现代

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 据新华社

山东学者：

让世界重新认识
中医和中药材

屠呦呦：有有些些意意外外，，也也不不是是很很意意外外

失失败败119900次次后后，，她她成成功功了了
屠呦呦从古代医典中汲取灵感发现青蒿素

青青蒿蒿素素是是个个啥啥？？

屠呦呦(资料片) 新华社发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新华社发

中药材青蒿
(资料片)

延
伸
阅
读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表示祝贺。李克强在贺信中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希望广大科研人员认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瞄瞄准科技前沿，奋力攻克难题，为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致信祝贺屠呦呦获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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