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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5

日，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

选委员会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 将

2015

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

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

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

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

和中西医结合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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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包括医学研究人员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攀高峰，取得许多高水平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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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

委员会主席齐拉特对新华社记者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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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了不起”

[2]

。

屠呦呦的名字出自 《诗经·小雅·鹿鸣》：“呦呦

鹿鸣，食野之蒿。 ”根据朱熹的注释：“蒿，即青蒿

也。 ”在屠呦呦所著《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第

一页就引用了那句诗文。 这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她

与青蒿有着不解之缘。 屠呦呦获得诺奖，引发了国

内外对青蒿素发现过程的广泛关注。

青蒿素的发现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当时

正值美越战争，应越南领导人的请求，同时也是为

了解决中国南方地区的疟疾问题，毛泽东主席和周

恩来总理指示：“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

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

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 ”

[3]

为此，国家

科委、总后勤部于

1967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了

抗疟药物研究协作会议，出于保密的原因，遂以会

议日期为代号，将与会议相关的研究项目和机构简

称“

523

任务”、“

523

领导小组”和“

523

办公室”等。

“

523

任务”开始后，根据专业划分，按专业任务成立

了化学合成药、中医中药、驱避剂、现场防治

4

个专

业协作组，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开展中医针灸、凶险

型疟疾救治、疟疾免疫、灭蚊药械等专项研究的专

业协作组

[4]

。 各专业组又按地区、专业分成若干个专

业小组。

1969

年，时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实习

摘 要

2015

年

10

月

5

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宣布，将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授

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江苏与青蒿素的研究、发现有着深厚的渊源。从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以及

对部分相关人员的探访，就其渊源关系进行了探析。东晋时期江苏医家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是最早记载“青蒿治疟”的

医学文献；在青蒿素研发中，又受其所载“绞汁”服法的启发，而取得关键性突破。江苏高邮等地区民间采用青蒿治疟的经

验为青蒿素研究、发现提供了灵感和依据。 江苏高邮全力组织开展青蒿简易剂型治疗疟疾临床研究，在青蒿和青蒿素研

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

523

”领导小组

1978

年

11

月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的青蒿素（黄蒿素）治疗疟疾科研成果鉴定

会上，江苏省高邮县（现江苏省高邮市）卫生局被认定为

6

个主要研究单位之一，

1981

年

3

月又被评为疟疾防治研究工

作重大贡献先进集体，进一步肯定了江苏高邮在青蒿素研究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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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的屠呦呦作为中药研究小组组长加入“

523

”

研究，该组的任务是“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小组

成员还有余亚纲、顾国明、钟裕容等

[3]

。 在各地、各部

门协作下，中医中药专业组经过几年的研究，筛选

出了鹰爪、仙鹤草、青蒿、陵水暗罗等

10

余种有希

望的抗疟中草药，并从

4

种中草药中分离出了多种

有效单体

[4]

。 其中从青蒿（黄花蒿）中分离出的有效

单体，后被称为“青蒿素”。 世界卫生组织评价青蒿

素联合疗法是目前治疗疟疾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抵

抗疟疾耐药性效果最好的药物。

江苏中医药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 据统计，

从后汉到民国的

2000

年间，江苏医家见于著录的有

4150

人，各种医学专著

3715

部

[5]

，医学人物与文献

数量居全国第一， 其中许多名家医著具有较高文献

价值和实用价值。江苏与青蒿素的研究、发现有着深

厚的渊源。 笔者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以及对部

分相关人员的探访，兹就其渊源关系作一探析。

1

探寻源头：“青蒿治疟” 源自江苏医家葛洪所著

《肘后备急方》

我国劳动人民和医药学家有着长期与疟疾作

斗争的历史经验。 用青蒿治疗疟疾的确切记载最早

见于公元

340

年江苏医家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

至今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

[4]

。

葛洪，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道家。 字稚川，自

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

(

今江苏句容

)

人。主要医学著

述有《肘后备急方》，收集民间单方、验方较多，具有

简、便、廉、验的特点，其中对于疾病的记述和治疗，

不少是我国和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

[6]

《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目

录下，清楚地列有多种处方，而“又方：青蒿一握，以

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列第二。

青蒿，民间又称臭蒿和苦蒿，系菊科一年生草

本植物，在我国南北方普遍生长。 传统中药青蒿有

两个主要品种来源，即学名为

Artemisia annua L.

的

植物黄花蒿和学名为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的植

物青蒿。 经研究证明，有抗疟成分的是植物黄花蒿

及其变型植物大头黄花蒿

[4]

。

当时，“

523

”任务组根据文献调查，将青蒿列为

重点研究对象（在

10

种重点药物中位列第五）。 资

料显示，青蒿研究被列入“

1967

—

1970

年疟疾防治

药物研究工作协作规划”

[7]

。 屠呦呦在第三届国际传

统医药大会交流论文《坚持对青蒿素的深入研究开

发 为人类保健事业作更大的贡献》中回顾了青蒿

素的研究发现过程，她强调：对青蒿的关注来自古

代医学文献《肘后备急方》

[8]

。

2

提供灵感：江苏高邮民间经验为青蒿素发现点燃

希望

据原国家卫生部科技局局长陈海峰回忆：“当时

江苏高邮、兴化、泰兴、泰州东面一直到淮安、盐城一

带芦苇很多，因此蚊子也很多，疟疾流行也很广泛，

不过以间日疟多见，恶性疟少见。老百姓他们用青蒿

汆汤喝来防治疟疾。 所以他们向当时派到民间去的

调查人员介绍经验，说这个方法有效。后来中医研究

院派人过去，把那个蒿草拿回来做研究。 ”

[7]

据介绍，高邮紧靠高邮湖，在古代容易发生疫

情，民间自古就有自采自用中草药的传统，并一直

作为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 青蒿是高邮民间治疗疟

疾常用的验方。 “得了疟疾不用焦， 服用红糖加青

蒿”的民谣在当地农村广为流传。 有资料显示，

1958

年高邮就有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

20

世纪

60

年代

后期，全国推行治疗疟疾献方活动，高邮县（现江苏

省高邮市，下同）上报的

10

种治疗疟疾的处方被收

录。 该县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原来疟疾发病率较高，

1969

年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简称中草药

“四自”）群众运动在高邮县兴起，当地用青蒿大搞

群防群治，迅速改变了面貌。 他们在用青蒿群防群

治疟疾的同时，

1969

—

1972

年用青蒿治疗观察

184

个疟疾病人，有效率在

80%

以上。 车逻公社和合大

队

1972

年夏季用青蒿汆汤搞全民服药， 有效地控

制了疟疾的流行

[9]

。

由中国科协编写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史》记

载：南京地区“

523

”中草药研究小分队在民间调查中

发现，江苏省高邮县农村医生和群众，曾在

1969

年

用当地青蒿治疗疟疾取得良好效果

[10]

。 此后，专门写

成一份报告，报给了北京。这引起了北京中药所对青

蒿抗疟的重视。 当年高邮青蒿治疗疟疾科研小组成

员陆子遗回忆：“高邮把青蒿抗疟的方子交给了上

级，并且把高邮产的青蒿也送去北京。 ”

[9

，

11]

陈海峰回忆：“蒿草拿来以后，开始做研究都是

失败的，说是无效。 为什么无效呢？ 按照中药传统的

方法都是拿来以后做成流浸膏，浓缩，但是无效，奇

怪了。 ”

[7]

陆子遗回忆，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曾接待过国

家中医研究院派来高邮实地调研青蒿治疗疟疾效

果的科学研究小组，屠呦呦就是其中一员。 屠呦呦

一行

4

人来高邮前，县卫生局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

知，后来由他负责配合屠呦呦一行的调研工作。 屠

呦呦一行到高邮后，直接在陆子遗的陪同下从高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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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20

多里至当时的龙奔公社开展实地调研

[9

，

11]

。

笔者就此又专门向高邮市卫生计生委中医管理科

科长葛余兆进行了求证。 他介绍，经多方查阅史料

并探访有关当事人，屠呦呦一行来高邮实地调研的

时间在

1970

—

1971

年之间。 “屠呦呦使用高邮产的

青蒿，在北京做实验，但疗效一直不稳定，因此到高

邮来调研。 ”陆子遗回忆说，“屠呦呦他们在龙奔公

社焦山大队随机抽取了

20

名疟疾患者， 使用高邮

农村一贯的做法熬制汤药，试验效果很好。 ”屠呦呦

科学研究小组还因此得出

3

个结论：一是青蒿治疗

疟疾肯定有效； 二是没有毒性； 三是高邮使用的

“下水汆一下” 的煎煮方式比传统煎煮方式药效更

佳。 当年，经过和专家交流，高邮科研人员也开始重

视青蒿抗疟的成效，高邮制药厂还将本来煎服的青

蒿做成简易的丸剂、散剂、片剂等，用来治疗疟疾，

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11-12]

。

3

破解难题：受江苏医家葛洪《肘后备急方》“绞汁”

启发取得突破

中医研究院科研组从江苏高邮实地调查确认其

临床治疗疟疾疗效后，继续对青蒿进行反复实验，但

还是无法提高抑制率，甚至反而下降。 为此，科研组

百思不得其解。屠呦呦在其所著《青蒿素及青蒿素类

药物》一书中写道：在她看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

中将青蒿“绞汁”用药的经验，从“青蒿一握，以水二

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截疟，悟及可能有忌高温或酶

解等有关的思路，改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并

将该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部分，经反复实验，才

于

1971

年

10

月

4

日分离获得的

191

号的青蒿中性

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

100%

抑制率

[13]

。 可谓：

绞尽脑汁却无果，思及“绞汁”方顿悟。

屠呦呦在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交流论文《抗疟

新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中简要介绍了青蒿

素的研究发现过程

[14]

。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于

1969

年开始进行抗疟新药的研制， 以继承发扬

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医药学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收

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整理了内服、外治包括植

物、动物、矿物等

2000

余种方药，在此基础上以鼠

疟、猴疟为动物模型，筛选

200

多种方药，

380

多种

提取物， 经用现代科学方法结合古代用药经验，特

别是从公元

340

年间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

蒿“绞汁服用截疟”的启发，考虑到种种影响因素而

不断改进提取方法，并最终获得成功。

2015

年

10

月

8

日，中国科协举行“科技界祝贺

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

[15]

，屠呦呦在座谈

中讲述了自己经历的青蒿素发现和研究的过程，她

再次谈及江苏医家葛洪《肘后备急方》对其研究的影

响。 她讲述：“

1969

年，中医研究院接受中央关于抗

疟疾药研究的任务， 我觉得我有一定的基础来接受

这个任务，后来就担任了课题组组长。之前大家做了

大量的工作，有

2000

多个中药方，但总体不太有效。

到底从何着手，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通过反复研

究，才参照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收到效果，很简

单，青蒿一把，加水把它碾一下，压出来的水口服下

去对疟疾还是有用的，就考虑怎么来处理这个药，有

温度破坏的问题，还有药用部位、采用品种、采收季

节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如何保持效力。多方面实践以

后，才找到有效的部位能够有百分之百的抑制率。 ”

《肘后备急方》记述的是“绞汁”法，不同于传统

中药的“水煎”。 屠呦呦由此领悟到，“水煎”之法可

能会因为高温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于是改用低

沸点溶剂，提出用乙醚对青蒿进行提取，这是青蒿

素发现的突破口。

1972

年

3

月

8

日，屠呦呦作为北

京中药所代表，在全国“

523

”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

草药专业组”会议上，作了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

发掘抗疟中草药工作》的报告，汇报了青蒿对鼠疟

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

100%

的实验结果。 中草药专

业组各单位报告了有较好抗疟效果的中草药如鹰

爪、仙鹤草、陵水暗罗等

10

余种，有的对鼠疟抑制

率也有

80%～90%

。 青蒿粗提物的效果受到“

523

”办

公室和专业组的重视。 会议要求北京中药所抓紧时

间，对青蒿的提取方法、药效、安全性做进一步实验

研究，在肯定临床疗效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成分

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4

，

7

，

16]

。

4

全力开展：青蒿简易剂型治疗疟疾临床研究取得

显著成效

在原江苏省卫生局、南京地区“

523

”办公室的

指导下， 高邮县自

1969

年起开展了青蒿治疗疟疾

的科研工作。 高邮籍国医大师王琦在

2015

年

10

月

接受《健康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他当年在高邮县

卫生局医药科研组与高邮县卫生防疫站钱道宏等

人一起参与青蒿治疗疟疾科研工作的往事。 当时，

他们开展并收集了从

1969

年至

1975

年公社和大

队应用青蒿防治疟疾的病例

125

例，并把具有寒战

高热、定时发作、头痛、汗出热退的典型临床症状以

及血涂片经瑞氏染色找到间日疟原虫者列为观察

对象，采用煎（水煎煮）、冲（沸水冲服）、榨（绞榨取

汁）、泡（沸水冷却至

60℃

浸泡

24h

）

4

种不同剂型进

行比较，发现以绞榨取汁低温服用最有效，且青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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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疟原虫不但有治疗作用，还有预防作用。 其研究

结果发表在《陕西新医药》

1975

年第

3

期，由王琦、

钱道宏、夏治平联合署名。 王琦介绍，在研究期间，

原国家卫生部下属中医研究院曾两次派人来到高

邮县访问调查。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还称赞

“高邮搞得好”，肯定了青蒿治疗疟疾的疗效，并要

求中医研究院与高邮合作。 全国“

523

”办公室研究

报告也多次提及高邮在青蒿素的研发过程中所作

的重要贡献

[17]

。

笔者在文献调查中， 查到了当年高邮青蒿治疗

疟疾科研小组成员陆子遗整理的一篇发表于 《新医

药学杂志》 的临床研究文章。 文中提到：

1969

年以

来，他们（江苏省高邮县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卫生室）

用青蒿治疗间日疟收到良好的效果， 为进一步验证

青蒿治疗疟疾的疗效及副作用， 寻找适合于农村推

广的简易剂型，他们总结了

1975

年以来用青蒿煎剂

治疗间日疟

58

例的临床体会。 在介绍煎煮方法时，

特别强调：煎煮时间过长则效果降低。

58

例中，治愈

36

例，有效

15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达

87.9%

[18]

。

原全国“

523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在

《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中详

细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4]

：

1972

年，高邮县建立了由卫

生局、防疫站、车逻地段医院组成的青蒿防治疟疾

验证组， 把专业队伍和群众性防治紧密结合起来，

在

5

个实验区建立了由卫生院负责人和中、西医医

生及赤脚医生共

101

人组成的

8

个临床观察小组，

举办农村医生、临床医生、化验人员专题培训班。 他

们在全县开展的疾病群防群治活动中，试用青蒿鲜

汁、汆剂、煎剂、丸剂、片剂等不同剂型，从青蒿鲜、

干品对比，枝叶嫩、粗对比，煎药时间长、短对比，用

药量大、小对比中，摸索青蒿治疗疟疾疗效的规律，

同时又改进了服药的时间、次数，在总结几年来使

用

6

种制剂临床观察结果的基础上，从中选出了具

有退热快、疟原虫转阴时间快、治愈率高、复发率低

等优点的浸膏片。

1976

年

6

—

10

月，高邮县

5

个实

验区的

26

个观察点，服用青蒿预防疟疾共

24

万多

人次，发病率比

1975

年同期下降

50%

；用青蒿治疗

现症间日疟病人

201

例，有效率达

89%

。 在此期间，

国家卫生部指示其下属单位中医研究院两次去高

邮县访问调查，肯定了青蒿治疗疟疾的疗效，为青

蒿和青蒿素的发掘提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75

年成都会议吹响了青蒿研究大会战的号

角。 成都会议以后，根据统一的计划分工，北京中药

所协助江苏省高邮县，通过大量临床观察和调查总

结， 进一步肯定了青蒿生药剂型治疗疟疾的疗效。

1975

年末，全国“

523

”办公室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

会议。 会议提出了

1976

年研究工作主要解决的问

题，其中特别提出“于五月、六月组织有关协作单位

去江苏高邮县参观学习，商定扩大验证方案”

[4]

。

据《高邮市卫生志》记载，

1975

年

1

月，高邮县

卫生局干部李定国、龙奔公社焦山大队赤脚医生顾

文海、二沟公社卫生院医生陈立友参加了在北京召

开的全国青蒿抗疟科研工作座谈会，会上确定高邮

县为全国青蒿抗疟科研协作单位。 会后，县卫生局

成立了青蒿抗疟科研小组，在

5

个公社建立青蒿抗

疟科研试验区，在

26

个大队设立青蒿抗疟观察点，

对青蒿鲜汁、水丸、浸膏片等

7

种制剂治疗间日疟

的效果进行对比研究。

1976

年，县青蒿抗疟科研小

组对青蒿治疗疟疾效果进行系统分析，为研究开发

高效低毒抗疟新药青蒿素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12]

。

1976

年

7

月，全国“

523

”办公室在江苏高邮召

开了青蒿简易剂型治疗疟疾群防群治现场会

[4]

，听取

了高邮县卫生局的经验介绍，实地考察了高邮县二

沟公社青蒿防治疟疾工作情况，对高邮经验给予充

分肯定。 据《高邮市卫生志》记载，

1978

年

5

月，高邮

县卫生局青蒿抗疟作用科研成果获全国医药卫生

科学大会奖。

5

宣告成功：历史不会忘记，江苏高邮为青蒿素研

发作出重要贡献

1978

年

11

月

23

—

29

日，全国“

523

”领导小组

在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县所在地区行署所在地）主持

召开了青蒿素（黄蒿素）治疗疟疾科研成果鉴定会。

会议由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主持， 卫生部党

组成员郭子恒、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以及国家科

委、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江苏省卫生局、扬州市卫

生局等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 出席代表来自全国

40

余个主要研究、协作单位共

104

人

[19]

。 屠呦呦也赴江

苏扬州参加了此次会议

[4]

。

鉴定会分

12

个专题对集体创造情况进行了分

工汇报。

12

个专题报告中，屠呦呦代表北京中药所

作了“青蒿的化学研究”专题汇报，江苏高邮县卫生

局陆子遗代表高邮方面作了“青蒿简易制剂治疗疟

疾资料”专题汇报。 会议还就青蒿素成果排名争议

达成一致，将青蒿简易制剂和青蒿素的研究两个项

目作为一个大项， 青蒿素的研究部分排了

4

个单

位， 青蒿简易制剂的研究排了

2

个单位， 这样共

6

个主要研究单位， 江苏省高邮县卫生局名列其中，

其他

5

个为：国家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山东省中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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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广州中医学院、四川

省中药研究所。 另外，主要协作单位为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等

39

个单位

[4]

。

经与会代表的认真讨论，会议通过了青蒿素鉴

定书，确认研究成功。

1979

年第

1

期《新医药学杂

志》的报道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研究成功，是继承

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19]

。

1978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 国家卫生部代表全国“

523

”

领导小组， 以在江苏扬州召开的青蒿素鉴定会上确

定的

6

个主要研究单位， 向国家科委申报了青蒿素

发明奖。国家科委发明奖评选委员会在评审中，认为

青蒿素作为一个新药的发明， 确证药物的化学结构

必不可少。一个新药若不清楚其化学结构，就不可能

确定为新药。因此，提出担负青蒿素化学结构研究的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应列入主要研究单位。 江苏省高邮县卫

生局和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他们的主要成果是研究

出了青蒿生药简易制剂和青蒿生药片， 对于青蒿素

成果的研究发明，应列入主要协作单位。 因此，江苏

省高邮县卫生局让出了原先确定的“主要研究单位”

名额，而改为主要协作单位。

1979

年

9

月《人民日

报》发表公告，向国内外郑重宣告了我国科技工作者

发明的“抗疟新药———青蒿素”诞生

[4]

。

《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特

别指出，江苏省高邮县卫生局虽然最后在青蒿素成果

发明奖上没有排上名次，但他们为青蒿素研制成功所

做的成绩功不可没。 同时还特别提到，江苏省高邮县

卫生局在青蒿和青蒿素研究过程中，赤脚医生顾文海

等在县卫生局的领导支持下，在民间应用中草药治疗

疟疾的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较大规模地进行了青

蒿多种简易剂型和多种治疗方案的临床试验，并初步

肯定了中药青蒿简易制剂治疗间日疟的效果

[4]

。

1981

年

3

月，江苏省高邮县卫生局被国家卫生部、国家科

委、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总后勤部评为疟疾防治研究

工作有重大贡献的先进集体

[20]

，这进一步肯定了江苏

高邮在青蒿素发现、研究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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