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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不忘初心，科研自有灵魂-屠呦呦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是组织培养了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个

决心比较大。” 

  “我希望年轻人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把中国的优势、把自己传统的东西

跟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多做创新性贡献。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7月 1日，中共中央授予屠呦呦“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5岁的屠呦呦说：

“我要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 

  1969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

研究项目，屠呦呦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屠呦呦没有辜负党和国家对她的信任，

她的研究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她的精神激励着全中国无数科研工作者。 

  2015 年 12 月 7 日，屠呦呦因青蒿素抗疟研究的杰出贡献获颁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演讲中，她深情讲述了中国科学家寻找抗疟新药、发现青蒿素的过程

始末。站上诺奖讲台的屠呦呦激动不已：“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

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

完成任务。” 

  勇担重任 

  “一定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疟疾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19 世纪，法国化学家从

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二战期间，新发明出的奎宁替代物氯喹，一

度成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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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疟原虫渐渐表现出强大的抗药性。在我国，

当时的疟疾问题已成为“内忧外患”。国外，越南战场的美越双方对恶性疟疾束手

无策，氯喹及其衍生物基本无效，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向中国提出支援请求；国内，

60 年代初、70 年代初，疟疾两次大范围爆发，1960 年和 1970 年全国平均发病

率高达 155.4/万和 296.1/万。 

  组织国内顶尖科研力量开展抗疟研究，刻不容缓。1967 年 5 月 23 日，国家

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京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有

关部委、军队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区、军队领导及所属单位参会，讨论确定

了三年研究规划，并以开会时间命名为“523”任务。 

  很快，参与“523”任务的要求下达到中医研究院。院里却有些犯难，能担起

“523”重任之人，必须政治可靠，学术过硬。然而，中医科学院是十年动乱的重

灾区，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几近停顿。谁能挑得起“523”任务的重担？ 

39 岁的研究实习员屠呦呦进入课题组的视野。屠呦呦 1955 年从北京医学院

药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为响应毛主席“西医学习中医”

的号召，1959 年，屠呦呦积极参加“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两年

半的脱产学习过程中，她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参与过临床学习，还曾深入药材

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以当时中药所的实际情况，屠呦呦是科

研课题攻关组组长的不二人选。 

   

  屠呦呦毫不犹豫地接下了组织赋予的重任。她说：“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是组织培养了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个决心比较大。” 

  课题组组长意味着责任与使命，也意味着付出与牺牲。为了不影响工作，屠

呦呦狠心把大女儿李敏送到托儿所全托班，把小女儿李军送回宁波老家。尚在幼

年的李军不能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放弃自己的家庭。屠呦呦的爱

人李廷钊一方面心疼女儿的境遇，一方面支持屠呦呦的工作。回首往事，他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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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女儿当时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很艰难，不过没办法。屠呦呦难道能因

为小孩的事就不做项目了？不可能的事。” 

  时至今日，屠呦呦想起此事依然会觉得对不住女儿。面对特殊时代的特殊任

务，为了不辱使命，屠呦呦做出艰难的抉择。 

  以身试药 

  “我是组长，当然带队” 

  课题组成立，屠呦呦的寻药之旅就此开启。 

  从本草研究入手，屠呦呦广泛收集整理历代典籍，查阅群众献方。3 个月内，

她从 2000多个药方中精选编辑了包括 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送交“523”

办公室。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的青蒿也在其中。 

  到了 1971 年 9 月，课题组筛选了 300 余种中药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其中

包括青蒿，但其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也只有 40%左右。重新埋头翻阅医书成为唯

一选择。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一段关于青蒿的描述给屠呦呦带来启

发：“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现代科学发掘出老祖宗的精华，

成为一段佳话，但科研工作的复杂与困苦，却远超大众想象。 

  课题组成员钟裕蓉记得，忙碌到晚上九十点钟是课题组的常态。在经历了

190 次失败后，1971 年 10 月 4 日，实验结果显示，191 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

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 100%。 

  欢欣鼓舞过后，困难再次浮现。要想深入临床研究，必须大量制备青蒿素乙

醚提取物。“文革”期间，药厂停工，短时间内制备大量提取物困难重重。课题组

“土法上马”，用七个大水缸代替常规提取容器，没有通风系统，更缺乏防护措施，

乙醚等有机溶媒对人体有害。时任中药所所长姜廷良回想当年，仍心有余悸：“很

多科研人员出现过敏等反应，屠呦呦患上了中毒性肝炎。”李廷钊回忆：“那时候，

她脑子里只有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乙醚等有机溶剂味。” 

功夫不负有心人，屠呦呦制备出足够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但由于在动物

实验中出现疑似毒副作用，药物不能直接用于临床；而疟疾的传染季节又即将结

束，如果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期，就必须再等一年。屠呦呦迎难而上：“我是组

长，当然带队！”她给组织上写信，愿意自身试服。她的胆识与气魄得到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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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1972 年 7 月，屠呦呦等 3 名研究员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试药“小

白鼠”。人体试验进行一周，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 

 

  姜廷良对屠呦呦由衷敬佩：“那个年代，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清华大学副

校长施一公说：“科学家用自己来做实验，这是一种献身精神。” 

  1972 年 8 月，屠呦呦携药赶赴海南昌江疟区，在高温酷暑下跋山涉水，抢

时间找病人进行临床观察。在海南，屠呦呦完成 21 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疟原

虫全部转阴。12 月初，分离的青蒿晶体通过鼠疟实验证明抗疟效果显著，从青

蒿中获得的单一化合物具有抗疟活性这一事实首次得以证实。 

  1981 年，世界卫生组织致函中国卫生部，抗疟新药青蒿素得到世界认可。

也正是在这一年，一直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屠呦呦如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 

  青蒿济世 

  “荣誉属于集体” 

  2011年，屠呦呦默默奉献的科研之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她被授予素有“诺

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第一个把青蒿

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 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

实验。 

获奖之后的屠呦呦淡定而平静，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

体科学家的荣誉。”青蒿素的研发是举国大协作创造的奇迹，既饱含着屠呦呦等

一批科研工作者的心血汗水，也离不开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协作支撑。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屠呦呦从未想过把功劳据为己有，她在各个场合反复表示，“荣誉属于

集体。” 



5 
 

 

  尽管如此，屠呦呦和“青蒿神药”的名字迅速蜚声国际。 

  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之前，全世界每年约有 4 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 100

万人死于此疾。买不起昂贵抗疟药的疟疾患者束手无策，死亡者集中分布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而青蒿素的诞生改变了这一令人痛心的状况。据统计，在本世

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有 2.4 亿人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有 150 万人因

该疗法保全性命。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事务负责人特希迪·莫蒂表示，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发现

给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带来巨大改变。他说：“疟疾是非洲人民，尤其是非洲儿

童的主要健康杀手。多年来，青蒿素挽救了大量非洲人民的生命，对非洲实现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青蒿素联合疗法是目

前治疗疟疾的最有效手段，青蒿素抗疟药物是目前抵抗疟疾耐药性效果最好的药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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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演讲中，屠呦呦再次强调，青蒿素抗疟研究取

得的成就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她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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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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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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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后辈 

“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 

 

  1981 年，中医研究院成为我国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屠呦呦开始

招收硕士研究生。中药所 2001 年成功申报中药学博士点，屠呦呦又开始招收博

士生。她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是现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药药剂学系系

主任王满元。 

  2002 年，王满元博士入学。导师屠呦呦十分郑重地赠给他一个笔记本。笔

记本扉页上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透过泛黄的纸业，王满元仿佛看到一位严谨

笃行的学术前辈日夜伏案的身影。这本 32 开的深绿色笔记成稿于 20 世纪 60 年

代末 70 年代初，记载着屠呦呦对各种中药进行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相关信息。

特殊年代，科研资料收集不易，笔记中的很多信息都是她从各地学校“革委会”

传阅材料中辗转获得。 

  考虑到学生培养的目的以及培养计划的完整性和可实施性，屠呦呦指导王满

元完成红药化学成分和初步生物活性研究的学位论文。这是屠呦呦近年来少有的

青蒿素研究之外的工作。她还出资，让王满元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

学习中药化学、波谱解析等课程，年过七旬仍诲人不倦。王满元对导师感激不尽：

“他们这一辈科学家，有着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也有着很坚定的科

学信仰。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她身上，我学会了做科研。在找到关注

的方向后，就要坚定地走完科研道路。” 

  屠呦呦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身边的年轻科研工作者。中医科学院中药所青

蒿素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张东说：“作为一名党员，屠老师首先把自己的工作做

得很好，她的行动确实能影响到别人。”“我们做研究不能太追逐热点。”青蒿素

课题组成员杨岚如此描述屠呦呦对她的启发，“一定要在某一方面深入地潜下心

去做，才能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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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屠呦呦主导的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项目获得临床批件，年轻时的

医学梦想，依然是她前行的动力。她把自己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大部分都捐献出来，

在自己所在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母校北大医学部，专门为年轻研究

人员设立奖励基金。她说：“我希望年轻人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把中国的优

势、把自己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多做创新性贡献。这是我最大的愿

望。” 

  一位网友感动之余，特意作了一首词《清平乐·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屠呦呦》：

精专学术，功在青蒿素。科技高峰旗帜树，诺奖殊荣永驻。追求不忘初心，科研

自有灵魂，梦想目标召唤，为民奋斗终身。 

   

  短评：赤子之心铸就光辉榜样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之际，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被

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她怀着一颗忠于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无私奉献，

砥砺前行，用科研工作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优秀党员的光辉榜样。 

  当年的科研条件远比现在艰苦得多，但屠呦呦迎难而上，刻苦钻研，甘坐冷

板凳，终于取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她向世人展现了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实干

精神。我们要向屠呦呦学习，学习她在科研道路上脚踏实地、锲而不舍，为中医

药现代化创新发展做出新贡献。 

  数十年如一日的科研工作中，屠呦呦牺牲小家成就大家，甘冒风险以身试毒，

淡泊名利坚守岗位。在她身上充分体现出共产党员“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我们要向屠呦呦学习，学习她始终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任劳任怨，

不计个人得失，以忘我的工作态度创造出更加闪亮的工作业绩。 

  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屠呦呦却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她还在努

力使中医药产生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要向屠呦呦学习，学习她作为一名医

者满怀悬壶济世的初心，救死扶伤，以坚毅的品格铸就医者仁心的崇高情怀。 

  屠呦呦以执着信念、报国热忱、宽阔胸襟和实际行动履行了一名优秀共产党

员的光荣职责。她爱党爱国爱人民，服务大众、济世救人，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的精神风范，既是每位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也是每位中医药人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