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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爱尔兰

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日本学

者大村智(Satoshi O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

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其中，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和治疗疟疾方面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她成为历史上第 46 位获得

诺贝尔奖的女性．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本土进行的科

学研究首获诺贝尔科学奖，是我国中医药走向世界

的荣誉．

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大大降低了疟疾患者的

病死率，由于对青蒿素研究工作的重要贡献，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研究员获得了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

贺！回顾这段研究历史,不同学科和单位倾力合作

攻克难关，给人以深刻记忆和影响．

经过艰苦努力，1971 年 10 月屠呦呦领衔的研

究组成功地用乙醚制取青蒿(Artemesia annua)提取

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该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

率可达 100%．他们进一步分离了青蒿提取物中的

活性成分，并命名为青蒿素(Artemisinin)．青蒿素

及其衍生物，对恶性疟疾、脑疟有显著的治疗效

果．当时，只知道该化合物含有某些基团，并初步

确定其为倍半萜内酯一类的化合物，但各原子间的

连接方式即化学结构式尚不明确．决定其立体结构

的最好手段是用 X 射线单晶衍射的方法，为此，

在 1974 年，经屠呦呦联系，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成立了青蒿素立体结构协作研究组，在

1970 年代中期，测定仅含碳氢氧元素的有机分子

结构有一定难度，测定有机分子结构适用的直接法

没有现成的程序可用．协作研究组经过两年左右的

努力确定了青嵩素的基本立体结构，经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物研究所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专家讨论，认定其结构正确，是一种新型的倍

半萜内酯．这一结果于 1976 年 2 月以青蒿素结构

研究协作组名义投稿，发表在《科学通报》1977年第

3 期．

由于青蒿素分子中有不对称碳原子，存在绝对

构型问题．作为一个药物分子，不同的绝对构型对

其药效有影响．因此，紧接着开展了青蒿素分子绝

对构型的测定工作．由于在青蒿素分子中没有反常

散射效应较大的重原子，它的反常散射效应很小，

工作难度很大．经过精心设计和深入探讨，最终确

定了具有有效活性的青蒿素分子绝对构型，这是中

国首次利用氧原子的反常散射效应测定的分子绝对

构型．上述全部科研工作的结果，以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青蒿素协作组的名义发表于《中国科

学》1979年第 11 期．

青蒿素能被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推

广应用，除了其肯定的疗效和较小的副作用外，还

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必须知道该药物的确切化

学结构式及其命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

蒿素结构研究组协作组解析的精细立体结构和绝对

构型为此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以此为基础，进一

步研究药理、合成各种衍生物，为提高疗效、降低

副作用指引了方向．由于在抗疟新药青蒿素研究中

的贡献，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作为主要贡献

者之一曾获得 1979 年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发明二

等奖．

在青蒿素研究成功中秉承的集体与通力合作精

神，值得铭记，需要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