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
1963 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 年屠呦
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
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
作，他们咬牙把不到 4 岁的大女儿送
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
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
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
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屠呦呦而言，当年
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
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当时，在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出

现过性转氨酶升高等现象。李廷钊至
今都记得，那段时间她每天回家一身
的酒精味，自己亲自服药试验，导致肝
中毒。李廷钊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
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
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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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疟神药”
灵感来自古药典

诺奖获得者屠呦呦：

北 京 时 间
10 月 5 日下午
5 点 30 分 ，
2015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
奖揭晓 ， 中国
科学家屠呦呦
与英国 、 日本
两位科学家由
于在对抗传染
病上的突出贡
献分享这次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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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评选委员会主
席 齐 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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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
委 、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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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没拿国内奖项
反而先拿国外大奖？

201 1 年屠呦呦获拉
斯克奖时引发疑问：青蒿
素为何没有拿到国内的科
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
外的大奖？

对此，科学界主流的
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
归属。1978 年，“523”项
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
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
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
体的荣誉，6 家发明单位
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
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
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
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
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
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
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
“个性执拗”。

2009 年，屠呦呦编写
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
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
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
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
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
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
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
作用。

在拉斯克奖颁奖期间
陪同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
员苏新专认为，从青蒿到
抗疟药，各种各样人的贡
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
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
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鼓励
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
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
发现者”。在拉斯克奖评
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
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
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
蒿素的中国女人。

■
人
物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呦

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中的名
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

1951 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
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选择药
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她认
为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
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
和理想。在大学 4年期间，在专业课程
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
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1955 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分配

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
中医研究院）工作。
1969 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

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
务，代号 523，成了当时研究防治疟疾
新药项目的代号。屠呦呦加入了中医
药协作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
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
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
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1971 年下半年，屠呦呦由用乙醇
提取改为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

取，1971 年 10 月 4 日成功提取到青
蒿中性提取物，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
虫 100%的抑制率。

1977 年，她首次以“青蒿素结构
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
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
《科学通报》，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
注。1980 年屠呦呦被聘为硕士生导
师，2001 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她多
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
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
双氢青蒿素。

从事中西药结合等研究 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
追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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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留洋背景院士头衔等 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201 1 年 9 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

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
中国生物医学界当时获得的世界级最
高大奖。屠呦呦填补了华人十年未获
此奖的空白，也成为了第一位在中国
独立完成研究的获奖者。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
院士头衔，屠呦呦被当时的媒体报道

称为“三无”科学家。
获得拉斯克奖后，几十年如一日

潜心科研默默无闻的屠呦呦一时间名
满天下，当时已 81 岁的屠呦呦首次
在国内公开亮相。

在当时的采访中，屠呦呦表示：
“青蒿素的发现，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很多同志都

参与这项研究，都作出了贡献。”
屠呦呦曾向媒体介绍，研究的难

点在对青蒿科属的选择上，到底应该
是哪种植物、提取方法上也需要突破。
后来，屠呦呦受葛洪《肘后备急方》中
“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
发，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醚冷浸法
低温提取，最终获得成功。

曾任“523 办”组长“青蒿素成果”报批时无她名
1 969 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

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
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
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
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
流行，引起双方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
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
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并成立了“全国
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
“523 办公室 ”）。屠呦呦被委任为组
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
究。

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
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
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
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
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

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
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
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 191 号青蒿中
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 100%
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
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
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1972 年 3 月，按照 523 办公室的安
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
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
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
疟中草药工作”，当时全场振奋。在其
后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
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
验证治疗效果。在她报告了“30 例青
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

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

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
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
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
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
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
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
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
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
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在《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
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
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
一个新药证书———（86） 卫药证字
X-01 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
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

为了确保药物安全 曾以身试药致肝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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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呦呦

■
揭
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