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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屠呦呦在獲得
諾貝爾獎後第一次與公眾
見面。國家衛計委、中醫
藥局等官方機構專門為她

舉辦的座談會上，雲集中國醫療衛生界
「大咖」，與會人士情緒十分高漲，甚至
連著名血液專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陳竺講話時都難掩興奮之情，唯獨85歲
的主角「屠奶奶」最淡定。她偶爾露出不
易察覺的微笑，講話頗有些科學家的「冷
幽默」。「前天晚上，北京大學校長到我
家裡去，昨天晚上，清華大學的也來了，
就在門口等着」，她笑談起這兩天自己家
熱鬧非凡的場景。

「現在弄得滿世界都是我」
屠呦呦的人生，用現在網絡潮流語言來

形容就是「逆襲」。她深耕醫藥研究，38
歲以助理研究員身份開始青蒿素研究，
「以身試藥」因吸入乙醚而患上肝炎，坐
過幾十年科研冷板凳，直到55歲才成為研
究員。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
銜的她一直都不太主流，若不是2011年獲
得美國拉斯克獎，她甚至不會走入大眾視

野。以84歲高齡獲得諾獎之後，不太會應
對媒體的屠奶奶甚至忍不住「吐槽」，
「現在弄得滿世界都是我了」。

唯一的中醫界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可冀，
與屠呦呦曾是「早中晚三頓都能在食堂見
面」的老同事。「坦率、勤奮，有着百折
不撓的精神」，是陳老對屠呦呦的評價。
「無私奉獻，淡泊名利」，是國家中醫藥
局科技司司長曹洪欣與屠呦呦多次接觸後
的感受。

「能救很多人 不給獎也值」
與每個大家一樣，屠奶奶也是極具個性

的人。身邊人回憶，她性格剛烈、正直，
對於學術問題直言不諱，卻從未談過自己
家中生活的問題，更多的是講青蒿素的發
現、耐藥性、臨床應用，甚至拓展到青蒿
素治療紅斑狼瘡等領域。

「這個獎（諾獎）我不覺得怎麼樣，我倒
覺得青蒿素真正能救命，能讓很多人免於死
亡，這更重要」，屠呦呦曾這樣對中醫研究
院院長張伯禮院士說，「如果不給我這個
獎，能救很多人，這也值」。屠奶奶就是這
樣的科學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屠呦呦獲得諾貝
爾獎，實現大陸科
學家「零突破」。
緣 起 於 上 世 紀
50、60年代的青蒿
素研究，經過跨越
世紀的發展，挽救
了包括中國在內眾

多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命。這項看
起來最「土」的科研，卻獲得諾貝
爾——這一最「洋」的肯定，人們
不禁要問，中國還有多少類似這樣
「土氣」的偉大科研成果，下一個
屠呦呦可能是誰？

「屠老獲獎給我們很大啟發，我
們科研的方向、目標到底是什麼？
尤其我們做臨床醫學研究的，應該
更多地把目標轉向需求，轉向解決
臨床實際難點問題，提高治癒率，
減少死亡率，我們必須沉下心來，
圍繞臨床重大問題努力攻關。」中
國中醫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
士張伯禮說。

事實上，與曾經默默無名的青蒿
素一樣，中國醫藥界還有很多堪稱
「無冕之王」的科研成果。中國在
1965年9月17日完成了結晶牛胰島
素的全合成，其結構、生物活力、
物理化學性質、結晶形狀都和天然
的牛胰島素完全一樣。這是世界上
第一個人工合成的蛋白質，為人類

認識生命、揭開生命奧秘邁出了可
喜的一大步，但由於歷史原因與諾
獎失之交臂。

砒霜治療白血病，亦是中國本土
醫藥研究的一大突破。中醫有用砒
霜（化學成分三氧化二砷）治病的
傳統，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張亭棟教授就是用砒霜治療白血
病的奠基人，而現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陳竺與其導師王振義的
後續研究發現，維甲酸和砷劑在治
病機理上是「殊途同歸」，他們的
研究令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有可能成
為人類第一個可治癒的急性粒細胞
白血病。

除上述成果外，大慶糖尿病預防
研究、攻克絨癌、斷肢再植等中國
醫學研究中的成果都得到國際業界
矚目，挽救着數以萬計民眾的生命
健康。「屠呦呦研究員獲諾獎是空
前的，但一定不是絕後的」，陳竺
充滿自信地說。

屠呦呦及其團隊的科學家們，一
生的科研工作都有着時代烙印，他
們走過落後、艱辛、困苦和坎坷，
最後攀登上科學技術的頂峰。中國
整體科研實力已日益壯大，諾貝爾
科學獎的大門亦已
打開，相信下一個
屠呦呦將會很快到
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昨日在出
席祝賀屠呦呦獲諾貝爾獎座談會時表示，屠
呦呦為青蒿素治療人類瘧疾奠定了最重要的
基礎，挽救了數以百萬計患者的生命，為人
類治療和控制這一重大寄生蟲類傳染病作出
了革命性的貢獻，也成為用科學方法促進中
醫藥傳承創新並走向世界最輝煌的範例。
「屠呦呦教授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藥學
家，她的工作是扎根於本土的原始創新型工
作，她和團隊成員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國內完
成的」，陳竺充滿感情的說，科學是沒有國
界的，青蒿素造福的是全人類，甚至很多外
國知名科學家談起屠呦呦的貢獻時「那種敬

佩是眼中閃着淚光的」。

籲傳承發揚無私奉獻精神
陳竺認為，屠呦呦獲諾獎極大增強了中國
科技界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民族偉大復
興的自信心，是國家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
國際競爭力的舉世公認的標誌性成果，具有
極大的開創性意義。他認為，無論是諾貝爾
獎還是2011年拉斯克獎對屠呦呦的評價，
都是完全基於科學的、客觀的事實基礎。
屠呦呦「以身試藥」為科學獻身的精神，
令陳竺深深感動。他說，科學家的工作是有
兩方面力量推動的，一是科學的好奇心，一
是社會的責任感。在發展中國家推進自主創

新，社會責任感、獻身精神、團隊精神是更
為重要的，而這也是今天中國特別要強調傳
承和發揚的無私奉獻精神和團隊精神。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
中國科學院院
士、上海市科
協主席陳凱先
昨日在出席祝
賀屠呦呦獲諾
獎座談會時建
議，應把中醫
藥的創新研究
上升到國家科

技戰略高度，以此來推動中國科技的原始
創新。他說，「中醫藥是中國最有原始創
新潛力的領域，屠教授的事例就是很好的
證明」。
陳凱先表示，應在國家重大科技計劃中
進一步加強中醫藥創新研究佈局，打破行
業和單位的界限，大力加強傳統中醫藥和
現代科技的交叉融合，大力加強多學科、

跨學科的研究。
他認為，這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
在現代科技的前沿，對生命科學的探索。
其中，包括系統生物學、化學生物學，幹
細胞的研究等等方面，中醫藥對此都有大
量研究，可以在這些領域中煥發出異彩，
引導中國走向國際科技發展的最高峰。

引導疾病醫學轉為健康醫學
另一方面，則是瞄準中國的實際需求，
從加強原始創新的層面，把中醫藥放在整
體戰略的高度加以佈局。同時，加強開展
治未病的研究，引導疾病醫學向健康醫學
的轉變，針對重大疑難疾病發展中西醫結
合診療方法和技術，在療效上取得國際水
平的新突破，為人類作出的貢獻。
陳凱先認為，屠呦呦獲得諾獎的重大突
破，是對巨大激勵，也是巨大鞭策。未來
要進一步總結屠呦呦團隊成功的經驗，推
動體制和機制的改革評價體系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副
局長孫咸澤昨日表示，青蒿素是中國
新藥審批辦法實施以來的第一個新藥
證書，它給疾病控制帶來了革命性的
變化，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在祝
賀屠教授獲得諾貝爾獎的同時，也在
深入思考藥品的審評審批的改革如何
更好的服務於創製新藥」，他表示，
為鼓勵創製新藥，將引入上市許可持
有人制度，目前已報全國人大授權。
孫咸澤透露，此次改革對藥品進行

了重新的分類，同時還首次引入了上
市許可持有人制度，現正報全國人大
授權。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實行藥
品上市許可與生產許可分開管理，允
許科研單位和科技工作者申請註冊新
藥，這有利於調動科研人員研發新藥
的積極性，可將研究者個人的利益、
研發單位的集體利益與研究成果和市
場的效益緊密的關聯起來，從而最大
限度地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力。

改革體制 激勵青年創新

屠呦呦昨日分別出席了醫藥界和科技界為她舉辦的座談會，首次向公眾
談及獲獎後的心跡，以及青蒿素的研製歷程。「諾貝爾獎是青蒿素被

國際社會進一步的全面認可，這是我們國家的榮譽，也是當年集體共同工作
的榮譽」，屠呦呦說，中醫藥是偉大的寶庫，有很多精華值得後人用現代科
學繼續創新。

為驗證效果申請「以身試藥」
回憶起當年研發青蒿素的過程，屠呦呦說，當年的團隊大協作，有力地
促進了青蒿素的研究、生產和臨床。她1969年接受這項任務，擔任負責組
長。「我當時考慮怎麼做呢？開始走中國的傳統醫學，還有人民來信，民間
的方藥，大概找了200多個藥，最後有2,000多個中藥方，後來一直再反覆
的研究，才通過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也就是青蒿一把，加水把它碾
一下，壓出來的水口服下去，發現對瘧疾還是有用的。」
身處文革期間，藥廠已經停工，很多工作無法繼續，屠呦呦等人為驗證
青蒿素效果，申請「以身試藥」。「試服以後就安全了，就上臨床了，頭一
年就取得了30例的成功病例」，屠呦呦回憶說，隨着進一步研發，青蒿素
的效果得到國內外專家的肯定，1978年她代表團隊領取全國科技大會的獎
狀，1981年中國首次向國際公開青蒿素成果，1982年再次領取科技獎勵大
會的證書。
講述關於青蒿素數十年的艱辛科研歷程後，屠呦呦坦言，「我們這些年
並沒有很好組織進一步深入研究，一直到現在抗瘧的機理也沒有弄清楚」。
她說，青蒿素是一個全新結構的藥物，而且它的優勢是活性比較強，毒性比
較低，作為新藥要把它的機理搞清楚，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讓青年科學家充分發揮能力
屠呦呦說，她目前仍在努力研究青蒿素，「還有別的病，比如說免疫
病，比如說紅斑狼瘡，雖然最終得到同意可以進行臨床，但沒有得到充分
的支持」。她遺憾的透露，還有一位清華大學的青年學者也在進行類似研
究，但經費問題並未得到很好解決。
「我的心願就是建立新的機制，現在我們的國家要深化改革，正好諾
貝爾獎來了」，屠呦呦說，應該形成新的激勵機制，讓青年科學家都
應該充分發揮能力和實力。「這是我的經驗，不一定僅僅在醫藥
領域，而是各個領域都要有不斷創新，把年輕人的積極性調
動起來，為世界和中國做出更大、更多的事情」，

屠呦呦最後說。

屠呦呦最大心願：

盼繼續研究青蒿素 或可治療紅斑狼瘡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在獲得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後的第三

天，85歲的屠呦呦研究員昨日出席了多個部門為

她舉辦的座談會。「我最大的心願，就是通過這次得

到諾貝爾獎促進形成一個新的激勵機制，與國家綜合體制

改革結合起來，激勵更多年輕人做出創新的成就」，屠呦

呦說，她希望中國的青年科學家們能夠在各個領域，為國

家和世界創造出更多的、創新的科技成果。

淡泊名利「屠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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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竺：科學方法促中醫藥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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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場面。

中新社

■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中醫藥局、國家食
品藥品監管總局聯合召開祝賀屠呦呦研究員
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座談會。
圖為屠呦呦在座談會上。 法新社

■座談會後，屠呦呦和她在中醫研究院建院初期的老同事、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可冀敘舊。 新華社

■陳竺與屠呦呦交流。 中新社

■■陳凱先陳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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