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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分分彩最新官网app屠呦呦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生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

4月3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新当选的院士和外籍院士。此次共计120名院士和30名外籍院士当选。
诺奖得主、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屠呦呦教授当选外籍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成立于1863年的私人非营利性组织。它是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的顶尖组织之
一，拥有来自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是美国的最高学术荣誉之一。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共有2662名院士，556名外籍院
士。

现重刊旧文《屠呦呦：一生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原载于2019年6月12日《文汇报》），向屠呦呦致
敬！

屠呦呦寄语：奉献于祖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义不容辞。

疟疾，世界上最主要的传染病致死病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疟疾，每
年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21世纪以来，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成为全球抗疟的一线药物，2000年至
2015年，全球可能患疟疾的人群发病率下降37%、疟疾患者死亡率下降60%，共挽救了620万人生命，来
自中医药的青蒿素影响了世界。

不久前，由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特聘专家王继刚研究员主笔，与中国中医科学
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呦等5位专家携手，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出“青蒿素抗药
性”的合理应对方案。

自1977年青蒿素作为化学物质首次公开发表于《科学通报》已过去40余年，年近九旬的屠呦呦依然牵挂
着她的研究事业。她谦逊地说：“在全球疟疾防治的战场上，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有组织、有目
标的大团队作战，才能逐步战胜疟疾。当年，荣誉属于全国‘523’工作者，我只是其中的一名成员。放眼
世界，国际上的大团队协作应是‘全球统筹’，希望WHO消除疟疾规划的主要目标在2030年能得以实
现。”

少年壮志，因病与医药结缘

浙江宁波天一阁，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博物馆藏有一本由左宗棠季子、书法家左孝同题
签的《甬上屠氏家谱》（1919年修编）和一本《鄞县姚氏宗谱》。

1930年12月，一个女孩诞生于屠家，父亲屠濂规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芩”（语出《诗经》，“芩”泛指“蒿
类植物”）中的“呦呦”二字，为女儿取名屠呦呦。

呦呦是屠濂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备受长辈疼爱。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屠呦呦出身于书香
门第屠氏和财阀望族姚氏结合的家庭，最终却走上了医学科研之路。

1946年，就读于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期间，屠呦呦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中止学业。以当时的医疗条
件能活下来实属不易，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她得以好转并继续学业。在此期间，她对医药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1950年从浙江省立宁波中学毕业的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1955年大学毕业，她被分配
到正在筹建中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期，邻国越南人民饱受疟疾困扰，越南领导人访问中国提出请求，希望能帮助研制新型
抗疟药。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
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三年研究规划，项目代号“523”。先后有七大省市全面开展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
筛选研究，至1969年，筛选的化合物和包括青蒿在内中草药万余种，但仍未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1969年1月21日，全国“523”办公室主任白冰秋等三人来到中医研究院，希望中药所也能参加，并特别提
到：“中药抗疟已做了好多工作，到流行地调查，曾收集验秘方来试验，有的有一定效果但不满意，用
法、制剂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方子拿了不少，很多是大复方，这么多药怎么办，哪个方子好，什么起主
要作用，我们经验少、办法少，希望你们能参加此项任务。”

“文革”期间，中医研究院是重灾区，科研工作全面停顿，中医研究院将任务交给中药所，并指令成立科
研组，由有着“西学中”背景的屠呦呦任课题组组长。此前，1959—1962年，屠呦呦参加过卫生部全国第
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1965年起转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

万事开头难。凭着熟悉中西医两门知识和扎实的基本功，屠呦呦决定先从本草研究入手，广泛收集、整
理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献方，请教老中医专家。仅用3个月的时间，她就收集了2000多个方药，并精选
编辑了包含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

之后，屠呦呦开始进行实验研究。不过，说是“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其实初期仅屠呦呦一人。
1969年5月起，她开始制备中药水提物、乙醇提物送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抗疟药筛选，至6月底送样品50
余个，其中，发现胡椒提取物对鼠疟模型疟原虫抑制率达84%。

1969年7月，时值“523”任务下海南疟区现场季节，屠呦呦、郎林福、余亚纲3人前往海南。经临床验证
发现，尽管胡椒和辣椒加明矾的多种制备样品对鼠疟抑制率达80%以上，但对疟疾病人只能改善些症
状，不能使患者的疟原虫转阴。

1970年9月，屠呦呦与余亚纲讨论扩大筛选范围，余亚纲负责矿物和动物药，屠呦呦负责植物药。然
而，仅做了30余个样品（其中包括青蒿乙醇提取物，疟原虫抑制率68%），因中药所无抗疟活性检测条
件，筛选就下马了。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药材。| 新华社发

重温经典，从零到一的突破

1971年年中，在广州，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召开了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卫生部领导强
调，“523”中医中药工作只能上，不能下。7月初，中医研究院成立疟疾防治研究小组，其中，药物筛选
工作由4人组成，屠呦呦负责全面工作，郎林福负责建立鼠疟动物模型。

2个月时间里，屠呦呦及其团队马不停蹄地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但结果
令人失望。筛过的中药包括青蒿，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也只有40%。

难道史书上记载不可信？难道实验方案不合理？……冷静下来的屠呦呦，认真分析前期的研究工作，并
重温历代文献。

青蒿在中国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始见于《神农本草经》。青蒿治疗疟疾始于公元340年间的东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之后宋《圣济总录》、元《丹溪心法》、明《普济方》等著作均有“青蒿汤”“青



蒿丸”“青蒿散截疟”的记载。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除收录了前人的经验外，还载有治疗疟疾寒热的实
践。清《温病条辨》《本草备要》以及民间，也有青蒿治疗疟疾的应用。

“青蒿一握，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肘后备急方》中的描述，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为什么
古人用“绞汁”？一般中药常用水煎煮或者用乙醇提取，但结果都不好，难道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忌高温或
酶的影响？再有，青蒿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绞出“汁”来，只有嫩的枝叶才会绞出汁来，这是否还涉及药用
部分以及采收季节的问题？后来实验证明，确实只有青蒿叶子才含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占大量份
额的坚硬茎秆并不含青蒿素。

屠呦呦顺藤摸瓜。1971年10月4日，编号为第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100%！1971年
底至1972年初，在猴疟模型上也获相同结果——确证乙醚中性提取物是青蒿抗疟的活性部位，这是发现
青蒿素的关键一步。

随后，全国“523”办要求，中药所当年就在海南疟区试用青蒿有效提取物，观察临床抗疟疗效。

要深入临床研究，就必须先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可短时间内，提取大量的青蒿提取物，困难重
重，因为“文革”期间，根本没有药厂可配合。屠呦呦课题组只能土法上马，买来盛水的七口大缸充当提
取锅，每天加班加点。由于每天接触大量化学溶剂，加之通风条件不好，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
敏等反应陆续出现，屠呦呦还为此得了中毒性肝炎。

不过，她对此毫无怨言。年至耄耋，屠呦呦仍思路清晰地说：“古老的岐黄之术，历久弥新。中医治未
病思想及其在防治现代疾病方面的优势和特色日益凸显，中医需要与现代医学相互借鉴、共同补充发
展。”

提取物有了，在进行临床前试验时，却出现了新问题。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
用。若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就要再等一年。综合分析青蒿古代的用法，又结合实验动物表现，屠呦
呦认为，不至于发生疑似的毒副作用。为了早日临床试用，她第一个以身试药。经一周观察，未发现该
提取物对她和两位同事有明显毒副作用，这才铺平了临床试用之路。

就在屠呦呦整装待发准备赴海南时，屠呦呦的丈夫被下放到云南五七干校，家里孩子小又没人照顾，她
只好恳请托儿所留下大女儿全托。后来，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干脆就把二女儿送回老家。用屠呦呦的话
说：“那时候，我们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要给事业让路。”

就这样，屠呦呦携药赶赴海南昌江疟区，最终完成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加上同时在北京302医
院验证了9例。197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各地区“523”办公室主任座谈会上，屠呦呦报告了青蒿乙
醚中性提取物首次临床30例抗疟全部有效的结果。

1985年，屠呦呦在实验中。她一直为中医药科技创新不懈奋斗。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

青蒿素C15H22O5，献给世界的礼物

临床有效，接着是从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中分离、提取青蒿素，这是史无前例的工作。在北京产的青蒿
中，青蒿素的含量仅有万分之几。如何大量提取青蒿素？难上加难。

千锤百炼之后，1972年4—6月，课题组得到少量颗粒状、片状或针状结晶。12月初，鼠疟试验发现，11
月8日分得的II号结晶有显效，首次以药效证实了从青蒿中获得的具有抗疟活性的单一化合物（曾称
为“青蒿针晶II”等，后定名为青蒿素）。1972年11月8日，被定为青蒿素的诞生日。



1973年，中药所的同志把青蒿素片剂送到海南现场，由当地工作人员负责观察。结果，外来人口恶性疟
疾中，1例有效，2例血中疟原虫数量有所降低、因患者心律有期前收缩而停药，2例无效。青蒿素的首
次临床观察出师不利，问题难道出在剂型上吗？

屠呦呦解释说：“在检查寄回的剩余药片时，大家感觉片子很硬。用乳钵都难将片子碾碎，发现是药片
崩解度出了问题，影响了药物的吸收。”于是讨论决定，用青蒿素原粉直接装胶囊，在疫区现场，观察
了3例病患全部有效，说明青蒿素的临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一致。一个新的抗疟药确实诞生了！

档案显示，1973年4月，屠呦呦课题组确定青蒿素是一个不含氮的化合物，分子量为282，分子式为
C15H22O5，属于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7年，青蒿素的三维立体结构在《科学通报》上首次公开发表。1981年10月，中国首次向世界全面公
开青蒿素抗疟成就的大会上，屠呦呦代表课题组以《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为题，第一个做报告。1986
年，“青蒿素”获得了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一类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

针对青蒿素复燃率高等缺点，屠呦呦又创制出临床抗疟药效为前者10倍的新药——双氢青蒿素。1992
年，“双氢青蒿素及其片剂”获一类新药证书和当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双氢青蒿素，商品名“科泰
新”，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国领导人出访非洲必送的礼物。在那里，“科泰新”被誉为“神药”，甚至有人将
自己出生的孩子取名“科泰新”。

从1995年起，世界卫生组织陆续将我国研发生产的蒿甲醚、青蒿琥酯和蒿甲醚-苯戊醇复方列入WHO第
9、11和12版《基本药物目录》，推荐给世界各国。由我国自行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进入WHO基本药
物目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青蒿素类药物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大幅度降低了全球疟疾病死
率，成为全球疟疾治疗的首选药，得到世界公认。

2011年9月24日，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评审委员会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
——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523”项目中，仅青蒿素鉴定会上，主要研究单位就列了6家，主要协作单位39家，参加鉴定会的人员
有100多人，其中，屠呦呦一人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拉斯克医学奖给出了答案：屠呦呦第一个把青
蒿素引入“523”项目，第一个提取到具有100%抗疟活性的物质，第一个做了青蒿素的临床实验，这三点
足以支撑她得这个奖。

四年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次肯定科学发现的原创人，颁给了在青蒿素发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屠呦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组委会秘书格兰·汉森说：“毕竟，个体才能做出发现，而不是组织。在
组织和机构变得愈发重要的时代，从中辨识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并改变了世界的个体也变得愈发重要。”

屠呦呦的伟大发现，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肘后备急方》传世已千年，是屠呦呦把现代科学方法与
传统中医理论相结合，才获得了青蒿素，这体现了她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创新思维。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是屠呦呦名字的出典，她的一生与蒿草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她从中医典籍中发掘
出青蒿“济世救人”的巨大能量，令它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2015年，瑞典国王为屠呦呦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

【人物档案】

屠呦呦，1930年生，浙江宁波人，药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首席研究员。1955年毕业于北
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工作，历任中药所化学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
师。2009年，《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主编）出版。

60余年来，屠呦呦以其“西学中”知识结构优势，从事中药化学、生药学、炮制等领域的研究，成绩卓
著。国家首批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79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2002年被授予首届新世纪巾
帼发明家称号，2003年获泰国玛希顿皇家医学贡献奖，2009年获唐氏中药发展奖，2011年获美国拉斯克
－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年获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伦·阿尔波特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
1月，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作为“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获改革先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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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10专家推荐计划

168计划专家免费计划

澳洲幸运10开奖号码统计

澳洲10在线人工计划

澳洲幸运10开奖结果皇家软件

马可波罗计划官网

幸运5全自动算账机器人

飞艇完美7码倍投方法

澳洲幸运10开奖号码查询

澳洲幸运10计划附属软件

导师投资0元挣300

澳洲幸运10规律计划

澳洲10精准计划最新版本更新内容

分分彩全能版必中计划

澳洲人工费用一般多少?

澳洲10官网历史开奖结果查询表

澳洲幸运10有计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