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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教授获&诺贝尔奖'的启示与思考

陈士奎

$$基于国际上对屠呦呦教授先锋性发明青蒿素的高

度评价"以及青蒿素的研制成功分别于
!"##

年(

!"#D

年荣获&拉斯克'及&华伦!阿尔波特'两项国际大奖)

这两项大奖都被学术界认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风向

标'* 另外"

!"##

年还荣获了&葛兰素史克$

EFG

%中

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 因此笔者于
!"#D

年
9

月
!9

日"应邀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庆

祝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
$"

周年学术讲座&我国开创的

中西医结合科研及其启示'中"列举了我国十位医药

学家和他们的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和启示* 其中之

一为&屠呦呦教授与+诺奖级成果,中药青蒿-青蒿素

的研究'"并讲道#&称之+诺奖级成果,$诺贝尔医学奖

级成果%或准+诺奖级成果,当之无愧*'

在笔者讲座后第
$

日即
!"#D

年
#"

月
D

日"中央

电视台便播出了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教授荣获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 震惊了整个

中国科学界) 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科学家屠呦呦教授

终于为祖国赢得了世界公认的崇高奖赏---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其实在上世纪
6"

-

H"

年代"我国在党中央(国务

院制定的一系列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指引

下"取得了许多重大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 那时被称

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科研的&黄金时代'* 我国从事&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项目'分析研究的著名学者傅杰青

先生.

#

/就曾分析和科学预测道#&就我国自然科学的

发展水平而言"在医学领域中的确有些项目已居于世

界的前列"而其中部分正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 如能

更好发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优势"运用创造性思维"在

一些课题中做出突破"可能为赢得诺贝尔医学奖奠定

基础* 00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骨折(冠心病

和白血病"提取抗疟新药等"00是世界第一流的医学

科研成果* 00如能发挥中西医两方面的优势"则往

往是可以创造出重大成就"三十二年来中西医结合史

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人们指望从这里通向斯

德哥尔摩"那是十分自然的*'

另如"我国 &针刺镇痛及针麻原理'中西医结合研

究的著名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教授.

!

/也

曾发表过1从诺贝尔医学奖谈基础医学研究2"认为#

&我国的医学研究若与我国中医药(针灸等优势项目

相结合"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有所创新和发展*'

&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1中西医结

合医学导论2的第九章&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前景'中

也论述道#&基于我国
8"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成

就"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如果能够更好地发挥

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的优势"给从事中西医结合

研究的医学家(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充分发挥

创造性思维"在一些研究领域或重大课题中取得突破

性成果"可能为赢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奠定基础

和开辟道路* 如00抗疟新药青蒿素(抗癌新药+癌

灵
!

号,$砒霜%等研究成果'*

.

%

/

以上说明我国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界一直寄希望于

&青蒿-青蒿素'等研究成果"能赢得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

#

$屠呦呦是&西学中'药学家$

#9D8

年
$

月"毛

泽东为筹备成立中医研究院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

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

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9DD

年
#!

月
#9

日正式成立卫生部中医研究

院"并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安排下"从全国邀请了一

批著名中医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同时由卫生部举办了

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 以全面落实毛泽

东主席关于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的指示*

#9DH

年
#"

月
##

日毛泽东主席对卫生部党组

1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

告2的批示$简称毛泽东&

#"

"

##

批示'%中"提出&中

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

高'伟大的科学论断3同时在批示中指出#&我看如能

在
#9DH

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八十人的西

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
#9$"

年冬或
#9$#

年春"我们就大约有
! """

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

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在毛主席的批

示后"继卫生部举办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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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班'结业"全国各地又有举办了&西学中'班* 培养

出一批西学中人员* 正是这一批西学中人员在党中

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在

中国医学史上开拓了&中医药现代科学研究'及&中西

医结合研究'*

屠呦呦教授
#9DD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工作*

#9D9

-

#9$!

年参加

卫生部举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 因

此她是一位&西学中'的老前辈"是一位西学中药学

家(西学中科学家"西学中&高明的理论家'* 她在中

国中医研究院建院
8"

周年纪念日"曾在1我与中西医

结合事业2一书中撰文说#&

8"

余年来以中西医药结合

的知识"先后在生药(炮制及化学领域从事中药

科研*'

.

8

/

所以"她不仅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伟大科学家"而且是中华民族第一位获

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伟大的&西学中药学家'3

是全世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伟大的

&西学中科学家'*

!

$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评论

!

!

#

$齐拉特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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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中草

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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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

!

!

$让!安德森评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评委让!安德森说#&屠呦呦的研究为科研人员打开

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这扇窗户也是对中医中药内涵的

再发掘* 中医关于中草药有着丰富的知识"东西方医

学研究携手合作"会得到丰硕成果*'

.

$

/

!

!

%

$中国科协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祝贺屠

呦呦荣获诺贝尔奖说#&在
$"

多年的科研生涯中"您

始终坚持在科学前沿默默耕耘"锐意创新"为深化对中

药和中西药结合的科学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

6

/

!

!

8

$中国中医药报评论$中国中医药报社论

说#&中医药学00积极运用且有机结合现代科技和

医学的方法和手段"从而保持了自身发展的生命力*

00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而应携手"共同维护人类

健康* 00其实"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两种医

学"中西医具有明显互补性*'

.

H

/

这些评论对青蒿素研究成功的思路方法$学%虽

然没有直言&中西医结合'"但是"皆寓意中西医结合

内涵"道出了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学%的&中西医药学

结合'研究实质*

%

$不可胜言的深刻启示$屠呦呦教授从传统中

药青蒿"研制成功抗疟新药青蒿素(双氢青蒿素等"不

仅是对维护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人类医药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伟大的科学意义3不仅再次证

明了毛泽东主席在&

#"

"

##

批示'中提出的&中国医

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而且"典范性地提示了应当

如何&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让世人看到中医药及中

西医结合科研的实力和底气所在"给中医及中西医结

合研究带来极其深刻的启发或启示*

%

!

#

$大力培养西学中人才$

D"

多年的中西医结

合研究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倡导西医学习中医(创办西

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培养&西学中'中西医结合人

才"开展中西医结合科研"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无论是

对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还是对&创造新医学(新药

学'"或防治疾病(保护和增进人民大众健康等"都是

正确(有效的方法和途经* 正如屠呦呦教授讲#&寻找

新结构类型的新抗疟药00这一国际上好几个西方国

家共同下大力研究的热门课题之所以在中国(在中国

中医研究院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与我们坚持以中

医药宝库作为坚强后盾"又有
D"

年代以来国家努力培

养的西学中(中西医结合人才"从而坚信(执着地追求

寓于宝库中的精华分不开的"这是中医药的骄傲"也是

努力贯彻党的继承发扬中医药学遗产政策的

胜利)'

.

8

/

屠呦呦教授在1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

物2的演讲中再次强调说#&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

提供了准备* 00从
#9D9

年到
#9$!

年"我参加西医

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 化学家路易!

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古语说#凡是过

去"皆为序曲* 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 当抗疟项目

给我机会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

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

9

/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陈可冀教授在&祝贺屠

呦呦研究员荣获
!"#D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

会'上讲#&建议今后还要继续举办西学中班"让更多

的西医同道以及西药的同道来学习中医"让他们受到

中医药的启发"学到中医药的知识"用于创新发

展*'

.

#"

/所以应当继续大力提倡西学中"培养中西医结

合人才*

%

!

!

$中西医结合研究出成果(出人才$屠呦呦

教授的科研及成果证明毛泽东
#9DH

的&

#"

"

##

批

示'所讲的&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科学预见

的正确性"提倡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正确性* 中医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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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西医结合研究能获得世界公认的成果"能创造新

医学(新药学"为人类健康及人类医药学发展做出重大

贡献*

%

!

%

$继续坚持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医药及

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

!""D

年
%

月
!#

日温家宝总

理为1中医杂志2创刊
D"

周年题词#&实行中西医结

合"发展传统医药学'3

!"#"

年
8

月
!8

日"李克强总

理在中华医学会第
!8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大

会报告时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主力军作用"加快医药

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推

进中西医结合*'以及
!"#!

年
$

月
6

日"李克强总理

为太湖文化论坛中医药文化发展$南昌%高级别会议

发贺信中说#&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

结合的方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于
!"#%

年
H

月
!"

日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讲道#&促

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等*

总之"屠呦呦教授的科研成果荣获&诺贝尔奖' 再

次证明#$

#

%毛泽东主席
#9DH

年就提出的&中国医药

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

伟大科学论断的正确性* $

!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

中西医并重(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

的我国医药科技发展政策的正确性* $

%

%党中央(国

务院提倡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与中医一道"团结合

作"共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正确性* $

8

%我国政府

举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中西医结合人才"

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正确性*

$

D

%我国开创并坚持中西医结合科研的正确性*

%

!

8

$科研方法的启示$国际上公认我国药学家

屠呦呦等"从传统中药青蒿"创新研发成功抗疟新药青

蒿素"造福人类"是人类医药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对人

类医药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也是
#98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西学中'药学家屠呦呦及其团

队"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运用 &中西医药结合方法'

$屠呦呦语%研发成功"从而获得国际认可的我国第一

个自主创新药物"今又获得了
!"#D

年&诺贝尔奖'*

表明&中西医药结合'科研"是成功的科研模式* 正如

屠呦呦教授所讲&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需要"中医药科

学是一定要在认真继承的基础上"沿着与现代科学相

结合的方向去更快发展(发扬的*'

.

8

/

屠呦呦教授及其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为我们树

立了&中西医药结合'研究典范"展示了西学中科学家

的智慧和中西医药结合研究的光明前景) 增强了西学

中人员学好中医药学(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开展中西医

结合研究的信心和信念*

另外"与时俱进"及时引进(消化(吸收现代科学(

现代医药学和中医药学等先进科研思路与方法"保持

科研方法的科学性(先进性"是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科

研的关键之一* 如从青蒿提取青蒿素的现代乙醚提取

法"便是受晋代医家葛洪1肘后备急方2载&青蒿一握"

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截疟*'的启发而创造的

新方法* 另如&青蒿素化学结构的鉴定"也有赖于近

代科学技术方法"单靠化学手段还不够"又借助
I

-衍

射方法才得到最后确认*'

.

##

/只有研究方法科学(先

进"才能保证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科研及科研成果的

科学性(先进性(首创性* 因此"必须重视和加强中医

药及中西医结合方法及方法学研究*

%

!

D

$敢于突破传统观念(传统理论$青蒿素是

一种全新化学结构(对疟原虫抑制率
#""J

的抗疟新

药* 研究证明"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与作用方式与过去

的抗疟药物完全不同"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只含

碳(氢(氧
%

种元素* 而抗疟活性又与倍半萜内酯中的

过氧基团密切相关* 它的发现"打破了既往认为抗疟

药物必须具有含氮杂环的传统观念* 因此"青蒿素的

研发成功"被全世界认为是抗疟史上继喹啉类药物之

后的又一新发现和重大突破* 早在
#9H#

年
$

月"

*KB

在我国召开的&青蒿素专题座谈会'上"与会国

内外专家就一致认为这一新发现"不仅仅是增加了一

种新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这种新化合物的独特

的化学结构"这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药提出方向*

它的发现带动了国际抗疟药物研发和抗疟工作的新

进展*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

授曾讲#&中国有占世界
#C8

的人口"过去曾在世界上

文化(科技领域都很领先的国家"我由衷地希望下个世

纪"中国的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能够超过
#C8

*'并讲

道#&科学的进展是理论和实验互相促进的结果"只有

通过实验推翻原有的理论"才能获得新东西* 只为证

实理论而进行的实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

#!

/

!""$

年
9

月
#$

日"在中国科协年会上"丁肇中教授在&我

所经历的实验物理---介绍我的五个实验和体会'中

反复强调&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要对自己有信心"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不要怕困难"不要因为大多数人的

反对而改变'"&不能用已有的成见来推测'"&科学的

进展是要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等充满科学精神的体

会.

#%

/

* 屠呦呦教授正是一位勇于突破传统观念"&不

盲从专家结论'(自主创新的科学家典范*

%

!

$

$关于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青蒿素及双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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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等研发成功"再次表明了解其性质"按其特点可

进一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要研制符合临床要求的剂

型"也需要掌握有效成分的理化性质* 就资源讲也是

这样"有效物质清楚了"才能建立含量测定方法"有了

方法才能在全国各地众多的青蒿中确定究竟哪些地区

质量最好"利于大量生产* 00在药理作用方面的一

系列探讨"也需有明确的有效成分作为前提* 00搞

清物质与功能这一实质问题"才能使研究工作不断

深化*'

.

##

/

近
! """

年前"1素问!气交变大论2就说#&善言

气者"必彰于物'"&气'即&气化'或&化气'"功能也3

&物'即自然界万物"物质也* 王冰注&善言气者"必彰

于物'曰#&化气生成"万物皆禀"故言气应者"以物明

之"故曰善言应者"必彰于物也* 彰"明也*'

.

#8

/指出

&言气应者"以物明之'的功能与物质的关系* &必彰

于物'者"对于中药来说"即如屠呦呦教授强调的&把

有效物质搞清楚'"&搞清物质与功能这一实质问题'"

即是对&善言气者"必彰于物'这句中医经典论述的精

准诠释* 充分说明中(西医药学理论认识是相通的*

因此"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药学技术手段(方法对

&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与中医学理论完全一致* 传

统中医药的研究"只有真正做到继承与发扬相结合"传

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传统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包

括现代医药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科学地揭示传统

中医中药的现代内涵"像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

让!安德森评论#&屠呦呦的研究为科研人员打开了

一扇崭新的窗户* 这扇窗户也是对中医药内涵的再发

掘*'

.

$

/正如屠呦呦教授讲#&中医是宝库"但拿来就用

还不够*'

.

#D

/

又如屠呦呦教授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闻发

布会上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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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她在卡罗林斯卡

学院演讲1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2中更讲

道#&+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

通过抗疟青蒿素的研究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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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屠呦呦教授的这些论述"均说明从传统中药原创

青蒿&截疟'---青蒿素&抑制疟原虫'治疗疟疾的创

新研究"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科研实现的*

另外"从传统中药原创青蒿&截疟'---青蒿素

&抑制疟原虫'治疗疟疾的创新研究"表明中西医药学

之间的差异不是本质性差异"只是古与今之差异"传统

中医药学理论与现代医药学理论之差异"术语(文字的

差异"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的差异"方法或方法论的差

异等* 这对如何看待中(西医药学(如何认识中(西医

药学的互补关系(为什么要&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等"都带来深刻启示*

%

!

6

$选择性研究大有作为$紧密结合自己的专

长和专业"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开展中医药及中西医

结合研究的&选择性研究'"大有作为* 可从不同专

业(学科为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发展(为中西医结合医学

的发展$新理论概念的创造等%(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

$如青蒿素研发%做出贡献* 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医学

家(研究者"完全可以或应当带着自己&有准备的头

脑'$机遇只给有准备的头脑%和&考察镜头'"从不同

角度(不同方位(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兴趣(不同问题

等"选择研究方向(研究&景点' &切入点' &结合点'

&创新点'&突破点'等*

%

!

H

$有长期坚持的连续性研究方向$不是&朝

三暮四'"不当&跟屁虫'"不做&墙头草"随风倒'* 这

无论是对个人(研究室(研究所或团队都是极其重要成

功因素* 想成就一番事业"最重要的是确定一个目标"

朝着目标奋斗"不为外在影响所动* 即或被动了"要做

个&不倒翁'* 对中西医结合有明确认识和坚定不移

的笃信(信仰(信念(信心
L

无论是临床(科研(教学(管

理等"坚定不移地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不随波逐流"不

赶时髦"不轻易放弃立场"更不能仅跟着感觉走*

屠呦呦与青蒿素的研究"从
#9$9

年接受中草药

抗疟新药研究任务起"到
#96#

年在中药青蒿中找到

对鼠疟(猴疟及临床均有效的抗疟有效部位3到
#96!

年分离出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3到
#99!

年创制出

药效高于青蒿素
#"

倍(复燃率明显降低的新一代抗疟

药&双氢青蒿素'"获
#99!

年度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历时
!%

年*

%

!

9

$学术带头人与团队$有高水平(高风尚(高

瞻远瞩(坚持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科研方向的学术带

头人3有一个富有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团结合作的精

英团队组合3要善于组织开展多学科(多中心密切合作

的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科研* 屠呦呦教授正是一位

&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科学家

和学术带头人*

%

!

#"

$&知识决定高度'$中医药学(西医药学的

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决定着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研

究的水平"即对于一个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科技工作

者来讲"具有多高的中医和西医的学术水平及科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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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科研方法(科研设计(研究人员等%"就产生多高水

平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因此"在积累知识(运用知识(

临床(科研(教学(管理等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科学活

动中"都要&中西医并重'"努力提高中西医两种医学

的学术水平* 而且特别强调西医要学好中医"中医学

好西医"中西医并重"并与时俱进"掌握中西医药学及

相关学科的知识(学术及科研进展*

%

!

##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只有第一'$丁肇中

语%$即科学的创造(发明或科学发现只有第一名"无

第二名* 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让!安德森解

释屠呦呦获奖原因说#&她以惊人的毅力发现青蒿素"

她是第一个证实青蒿素可以在动物体和人体内有效抵

抗疟疾的科学家*'

.

$

/

&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

杯颁给屠呦呦教授"所依据的是她在青蒿素的研究上

的三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将青蒿研究带到+

D!%

项

目,组3是第一个提取出对疟原虫有
#""J

抑制率的青

蒿素3她是第一个做了临床试验*'

.

#6

/因此"在科学研

究的道路上要力争第一"力争首创"力争开创性科学

研究*

8

$结束语$

#9D$

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把中

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

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伟大

中国梦*

迄今"我国医药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中医药及中西

医结合工作者"为实现这一伟大的中国医药学发展的

中国梦"携手合作"开展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研究"已

艰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在临床(科研(教学(管理(学

科建设等各方面"尤其在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科研方

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愿为追求和实现这一伟大的中国医学发展梦的

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能像我国西学中老前辈屠呦呦

教授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为追

求和实现这一伟大的中国医学发展梦"贡献出智慧和

力量"再创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研究更加美好壮丽的

未来*

感谢西学中老前辈屠呦呦教授在继承发扬(创新

发展中医药学和中西医药结合研究上取得的重大成

就"她为我们树立了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科研榜样)

树立了西学中及中西医结合医药学家的榜样
L

笔者之所以如上解读屠呦呦教授"解读屠呦呦教

授的科学研究"只本着&实事求是'3只想着呼唤坚持

贯彻党的&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方针') 因为

中西医结合研究"是继承发扬和创新发展传统中医药

学(创造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的阳关大道(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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