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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成为中国科学家因本土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

奖的第一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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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六

七十年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

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

典医籍中获取灵感， 同时汲取民间青蒿治疟经验，

并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青

蒿素的研究发现与江苏渊源深厚，详见《江苏中医

药》

2015

年

11

期特稿），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

球数亿人因此受益，树立了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

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为维护人类健康做出了重要

贡献，为中医药和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

如今，以青蒿素类药物为主的联合疗法已经成

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疾标准疗法。 世界卫生

组织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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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

2015

年

10

月

12

日

致屠呦呦的贺信中指出， 经过多年科学严谨的研

究，屠呦呦创造性地发现并提纯青蒿素，开创了中

草药治疗疟疾的新时代。 世界卫生组织对屠呦呦为

全球疟疾防治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

相信屠呦呦的获奖将激励其同道，投身中医药的科

学研究，推动传统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1]

。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青蒿素

的研究发现，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崭新的

窗户

[2]

，对今后中医药发展具有诸多启示作用，应当

认真从中汲取成功经验，加快推进中医药创新驱动

发展，不断实现中医药发展新突破，让中医药产生

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

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

1

继承：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青蒿素的发现研究源于

1967

年启动的“

523

”项

目。 “

523

”项目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任务，主要目

标就是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物。 “重视从

祖国医药学宝库中发掘新药的方向”是“

523

”任务的

重要工作方针。 “

523

”项目实施伊始，任务组就集中

较多的人力，致力于从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入手，争

取从中医药领域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屠呦呦团队以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为己任，

相信具有

5000

年传统的祖国医药学一定有精华，

值得继承发扬、发掘提高，遂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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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屠呦呦在其所著 《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前

言中指出：“在中国不起眼的小草———中药青蒿中

发掘出了震撼国际医坛的原创性新药———青蒿素，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与青蒿素研发对中医药发展的启示

黄亚博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29

）

摘 要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与青蒿素的研究发现，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对今后中医药发展

具有诸多启示作用。 一是要善于继承，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切实把中医药继

承好。 二是要着力创新，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借鉴现代科技手段，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三是要加强协

作，团结合作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基础，要强化多领域、多系统、多专业的通力协作，充分发扬团队精神。 四是要注重攻

坚，问题导向是中医药发展的有效策略，要抓住一些关键问题重点推进，力争在一些领域实现突破。 五是要崇尚敬业，锲

而不舍是中医药科研的必备精神，苦干加巧干，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关键词 诺贝尔奖 青蒿素 中医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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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确实是宝库，既有系

统理论，又有宝贵的医疗实践，还有蕴藏高达上万

种的中草药。 我们希望通过青蒿素的发现历程，唤

起国人大力继承创新，从而发掘出更多传统中医药

精华。 ”

[4]

屠呦呦在谈及诺贝尔奖获奖感受时说：“中医

中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经过继承、创新、发扬，它

的精华能更好地被世人认识，能为世界医学做出更

大的贡献。 我们中国人的成果被国际认可，关键是

真正解决了问题，挽救了许多生命。 用现代科学手

段不断认识中医药，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科研

工作者的责任。 ”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国各族人民在

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

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医学科学，具有丰富

的原创思维。 新中国成立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均

十分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

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

泽东同志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

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 上做了重要批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

以提高。 ”

[5]

1982

年，邓小平主政时期，将“发展现代

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江泽民强调，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

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

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

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6]

。 并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

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 ”胡锦涛强调，“中西医并

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习近平则

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在历

代党和国家领导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和指示中，

不仅把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份

宝贵遗产，而且特别强调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

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切实把中医药

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真正促进中医药事业振兴

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屠呦呦团队从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中寻找创

新源泉，从浩瀚的古代医籍中汲取创新灵感，从现

代科学技术中吸收创新手段，最终成功地从中草药

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对于研制系列青蒿素类药品

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启示我们要努力继承发扬中医

药特色优势。 中医药博大精深，要充分挖掘中医药

伟大宝库，不断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2

创新：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途径

2015

年

12

月

7

日，屠呦呦在瑞典演讲《青蒿

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中简要介绍了

青蒿素发现过程。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

1969

年开始

抗疟中药研究。 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

1971

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 又经过很多次失

败后，

1971

年

9

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

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

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

1971

年

10

月

4

日，青蒿

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

191

#

的样品，以

1.0

克

/

公

斤体重的剂量，连续

3

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

价显示抑制率达到

100％

。 同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

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

100%

的结果。 青蒿

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 是发现青蒿素

的关键。

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屠呦呦勇于创新，积极

借鉴现代科技手段， 利用中西医相结合的科研方

法， 采用乙醚提取法从青蒿中成功提取青蒿素，这

是在继承中创新、中西医结合的典型范例。

中医药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 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势领域。 创新是中医药科研的核心。 对中

医药的发掘利用，必须走创新发展之路。 要积极建

立自主原创型创新机制， 挖掘具有中医药原创优

势的科技资源， 同时沿袭中医药核心理念和思维

模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中医药理论与实践

的跨越式发展。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

创新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 是在中西医合作的基

础上

,

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继承、整理、研究和发

展中医药学， 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奠

定基础。 中西医结合是实现中医药发展和中医药

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2015

年

12

月

6

日，屠呦呦在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希

望青年科研工作者不仅在医药领域， 而且在各个

领域都能加强创新，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在医药领

域，中国中医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现

代科研手段实现中西医结合， 从而发现更多新药

为人类健康服务。 ”

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发展中

医药学，并提出了通过“西学中”“中西医结合”方法

来发展中国医药学的思路。 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果

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

中医、 中药， 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

“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

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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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做出批示， 要求各省市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

学习班。 此后，全国迅速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广泛

开展中西医结合的高潮

[5]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毕

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当时

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工作的屠呦呦， 于

1959-1962

年参加了卫生

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系统地学习了

中医药知识。 屠呦呦具有中西医结合医药学背景的

这一特殊性，也是其能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借鉴现

代科技手段， 在继承中创新而最终成功发现青蒿素

的重要前提。 屠呦呦感慨：“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

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

势互补， 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

景。 ”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让·安德森评价，中医药有

着丰富的知识，屠呦呦既有中医学知识，也了解药理

学和化学，她完美地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因此东西方

医学研究携手合作，会得到丰硕成果

[2]

。

2016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谈到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时指出，“要进一

步探索推动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以开放心态进

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 ”笔者认为，所谓“开放心态”

的内涵， 就应当包括打破限制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藩

篱， 借助于包括西医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在内的一

切外部条件与力量，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实现中

医药的突破式发展。

3

协作：团结合作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基础

屠呦呦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在发现青蒿素方

面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关键性作用， 但她反复强调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制成功， 是当年研究团队

集体攻关的成绩。 青蒿素的获奖，是中国科学家群

体的荣誉”。 屠呦呦在瑞典演讲《青蒿素———中医药

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中再次强调了团队作用并致谢

协作单位。 她说：“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

523

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 铭记他

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

贡献。 感谢全国

523

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

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

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

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

诚服务。 对于全国

523

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

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 没有大家无私合

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

给世界。 ”

[7]

正如屠呦呦感言所强调的，青蒿素的发明是我

国医药科技工作者的集体创造， 也是在举国体制

下，实行全国一盘棋，统一计划，严密分工，发挥大

协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用接力赛的形式，攻

克一个个难关，多快好省高速度成功研发的一项科

技成果。 青蒿素的研发，凝聚了数十个单位研究团

队的辛勤汗水与心血。

1978

年

11

月，在扬州青蒿素

鉴定会上经过充分讨论、争论，最后通过的《青蒿素

鉴定书》上的评语是：“

1971

年

10

月，（国家卫生部）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从中药青蒿（黄花蒿）中找

到了抗疟有效部分。

1972

年和

1973

年 （国家卫生

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

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先后分离出有效单体青蒿素

（黄花蒿素、黄蒿素）。

1974

年广州中医学院和云南

药物研究所在临床上成功地运用青蒿素救治了恶

性疟和脑型疟。 从

1975

年开始，（国家卫生部）中医

研究院、山东、云南、广东、四川、江苏、湖北、河南、

广西、上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有关

单位，共同组成了青蒿研究协作组。 从资源、临床、

药理、化学结构、制剂、生产工艺、质量规格标准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

[8]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在

1981

年总结“

523

”

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523

工作的特点是部门多，地

区广，任务互相联系，工作互相衔接；把科技人员，

各专业、现场和实验室，生产和使用，科研和防治等

有机结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

作，是

523

多快好省地完成科研任务的关键。 只有

在大协作中，才能真正做到思想上目标一致，计划

上统一安排，任务上分工合作，专业上取长补短，技

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彼此互不设防，一

方有困难，大家来支援，团结协作。 ”

[8]

在“

523

”研究

项目中，青蒿素研发成功的事实证明，是我国多专

业、多学科，众多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大力协同”

的结果。

青蒿素发现的成功范例启示我们， 在开展中医

药研究中， 要充分发挥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聪明才

智，同时更要注重强化多领域、多系统、多专业的通

力协作，充分发扬团队合作精神，齐心协力，才能更

好地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 不断推进中医药现

代化、国际化，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更好地造福人类。

4

攻坚：问题导向是中医药发展的有效策略

青蒿素的研发成功是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的

结果。 青蒿素的发现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当

学 术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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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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根据原

全国 “

523

”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编的

《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

一书记载

[8]

：为了援外、战备紧急任务的需要，国家

科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

1967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

会议”（此后项目代号称“

523

”任务 ），组织国家部

委、军队直属及

10

省、市、自治区和有关军区的医

药科研、医疗、教学、生产等单位，针对热带地区抗

药性恶性疟疾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开展防

治药物的研究。 从此拉开了抗疟新药研究的序幕。

“

523

”任务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由全国

60

多

个科研单位、

500

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一个科研集

体，在全国“

523

”领导小组统一的组织管理下共同

执行的一项特殊的使命。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

关怀和各级领导的重视下，“

523

” 项目的科技队伍

充满激情，人们把“

523

”任务视为发扬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的神圣行动。 科技人员为能有幸参加执行

这一重要任务深感光荣和自豪。 它成为参加研究任

务的科技队伍团结协作的巨大精神动力。 崇高的精

神动力转化为一代人的责任感，从而焕发出极高的

工作热情，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不论是

在城市里的实验室或在山区农村试验现场，大家团

结一心，听从召唤，不畏艰险，排除种种困难，公而

忘私、甘心情愿的牺牲个人的利益，投入了自己的

全部精力， 为援外和战备做出了贡献。 经过

13

年

（

1967～1980

）艰苦奋战，这支队伍研制出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疟疾预防、治疗、急救药物，并取得其他科

研成果

100

余项，在圆满完成此项任务中，从祖国

医药宝库中发掘出了新一代抗疟药———青蒿素及

其衍生物。

关于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 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

里就有问题”。 在中医药科研工作中，要善于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强化问题导向，实际就是

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青蒿素的研

发工作，就是围绕解决疟疾问题而进行的，最终通

过艰苦卓绝的攻坚克难，成功发掘出了新一代抗疟

药。 “问题导向”是促成研究成功的原始动力。 中医

药发展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针对当前医

疗卫生领域不能解决的临床问题和群众迫切的健

康需求，加强针对性研究，组织重点攻关，努力寻找

突破，切实提高重大疾病的防治水平。

2016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谈到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时指出，传承中

医药优势，发挥其独特作用，可以更好造福人类健

康。 李克强强调：“但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无限‘泛

化’中医概念，而要抓住一些关键问题重点推进，力

争在一些领域实现突破”。 总理的讲话，进一步突出

了以“问题导向”加快推进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思路。

5

敬业：锲而不舍是中医药科研的必备精神

青蒿素的研究发现是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完成的。 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

只能买来

7

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

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

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抗疟药物研发中，屠呦呦及其团队克服重重

困难，历经千辛万苦，筛选了

2000

余个中草药方，

在

190

次实验失败之后， 最终成功发现青蒿素，其

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如果没有屠呦呦及其团队的

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姜廷良研究员说，在

做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发现有一过性转氨酶升高

等现象。 屠呦呦和她的两位同事决定亲自试服，证

实了药物安全，然后才投入临床给病人服用。 当时

的科研条件简陋环境差， 盛放乙醚浸泡青蒿的大

缸，时时发出刺鼻的气味……后来，屠呦呦得了中

毒性肝炎。

青蒿素的研发历程

,

充分展现了屠呦呦孜孜追

求、锲而不舍，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鞠躬尽瘁、奋斗

终生的奉献精神。 她不计名利得失，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清贫，在本职岗位上默默耕耘，刻苦钻研。 屠呦

呦用自身言行生动地诠释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

剑锋从磨砺出”这句金玉名言。 正如中国中医科学

院院长张伯礼所说，我们应该学习屠呦呦研究员这

种埋头苦干、潜心钻研、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工作

作风，去掉浮躁、淡泊名利，始终围绕科学目标脚踏

实地勤奋工作。

中医药科研不可能一蹴而就， 面对挫折和失

败，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 屠呦呦研究发现青

蒿素的经验启示我们，在中医药科研工作中，必须

要坚持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 科学是严谨的，也是

艰辛的，不太可能一帆风顺，绝不能急功近利，一定

学 术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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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个良好的科研心态。 在科研中，许多时候，需

要面对大量的失败的尝试， 有时历经千辛万苦，投

了很多的精力和经费，但获得的结果却是“此路不

通”。 因此，面对由此带来的所谓的科研风险，一定

要有积极的心态和执着的精神，在哪里跌倒就在哪

里站起来，转换思路，改进方法，苦干加巧干，才能

“柳暗花明又一村”。

6

结语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给中医药界带来的绝不

仅仅只是一座奖杯， 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奖项本身的

内涵。

2015

年

10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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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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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呦呦获奖

,

为中国中医药事业

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贺信中指出， 当前，

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 勇攀医学高

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

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

界， 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

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2016

年

2

月

14

日，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

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 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

人民。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

草案

)

》已于

2015

年

12

月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已进入最后立法程序，我国将迎来第一部

中医药国家法律。

2016

年

2

月

22

日，国务院正式出

台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

这是首个国家级中医药发展规划， 进一步表明中医

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中医药人，我们一定

要抓住当前绝佳的发展机遇，趁势而上，顺势而为，

在屠呦呦精神的感召和启示下，努力把中医药做大、

做强、做优，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

念引领中医药更加健康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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