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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岁屠呦呦在美领取“拉斯克奖”

系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 其成果近 40 年未获公认

领奖

屠呦呦在美国纽约走上领奖台

9 月 23 日， 美国纽约， 在素有诺贝尔奖

“风向标” 之称的“拉斯克奖” 2011 年度颁奖

典礼上， 中国 81 岁的科学家屠呦呦走上领奖

台。 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拉斯克奖”，

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

最高大奖。

2011年拉斯克临床研究奖授予中国中医科

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

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 在全球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在人类的

药物史上， 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

痛和压力、 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

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

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在讲述青蒿

素发现的意义时说。

夏皮罗表示， 青蒿素这一高效抗疟药的发

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屠呦呦及其团队的“洞察

力、视野和顽强信念”，屠教授的工作为世界提

供了过去半个世纪里最重要的药物干预方案。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屠呦呦衷心感谢为青

蒿素的发现和应用作出重要贡献的同事。 她表

示， 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

份礼物， 传统中医药多年来一直服务中国和亚

洲人民，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

治疗药物。她呼吁开展全球性合作，使中医药和

其他传统医药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

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

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古

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

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目

前， 一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

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

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屠教授的成就是所有传染病领域最重要

的成就之一， 屠教授作出了主要贡献， 值得获

奖。 ”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

尼·福奇在出席颁奖仪式时对新华社记者说，

“这也是中国传统医药可以引导发现青蒿素这

样有用化合物的好例子。 ”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尽管在青蒿素到底是谁先发现的，曾引

起争议，但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这一步，至今

被认为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所

在。“屠呦呦现在获得了国外的奖项，真是‘墙里

开花墙外香’。”饶毅说。在国内屠呦呦名气并不

是很大，她既无博士学位、也无海外留学背景、

头顶上更无中国两院院士桂冠， 但她默默无闻

到现在，终于被国际同行认可。

人物

40年来她一直研究青蒿素

9月 24日晚，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工程

院院士李连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屠呦呦发现

青蒿素已经 40 年了，尽管一直没有得到应该有

的荣誉，但是她还是默默无闻地工作，仍在研究

青蒿素。

“屠呦呦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是同一代的科

学家。都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说起来还是我

‘师姐’。 ”李连达院士说，屠呦呦是个典型的科

学家、学者，平时并不善于交际，总是默默无闻

地工作。“可以说，她对青蒿素的研究一直没有

间断过，现在也承担了很多课题，还带研究生，

非常值得尊重。 ”在李连达看来，屠呦呦是那种

持之以恒的科学家，不浮躁，不像有些科学家什

么时髦就搞什么。而原本屠呦呦在 60岁就到了

退休年龄， 但她 81 岁了还坚持工作。“一项成

果，40 年得不到公认，我想，对任何一个科学家

来说，都会觉得不公平。 ”李连达说。

在李连达眼里， 屠呦呦具有一个科学家应

该有的美德，那就是有什么想法敢于直言。“她

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

别谈话也好，她同意的意见，马上肯定；不同的

话，就直言相见，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

李连达说。

揭秘

“近 40年未得到国内公认”

青蒿素挽救了大量疟疾患者的生命， 被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在全世界应用， 重要意义非常

大。屠呦呦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家，当年经

历 190多次失败后提取青蒿素。

“当初提取青蒿素， 屠呦呦的贡献毋容置

疑， 当然也有几十个单位几百位专家共同努力

的结果，过去一直有人认为是集体的劳动成果，

不能算是个人。”李连达院士介绍。他认为，正确

的说法是， 青蒿素是几百位科学家集体劳动的

结果，而屠呦呦的发现起了关键作用，应该给予

充分肯定。过去国家特殊情况，不太肯定个人的

贡献，所以其成果将近 40 年在国内没有被得到

公认。

“我们国家在科技管理体

制、 机制上有缺陷， 在人才

评价和鼓励上有不足， 亟待

改进。 特别是发现人才、 鼓

励人才方面需要进一步改

进。” 李院士说。 而在今年中

国科协年会上， 中国科协主

席韩启德在开幕式上直言，

青蒿素的发明， 一直是我国

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 但仅

仅由于难以确定成果归属而

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

奖励， 其中折射出的不少问

题值得深思。

专访

“荣誉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我想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

我们中国科学家群体。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

究员屠呦呦 2 3 日在接受专访时如是说。

屠呦呦说，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在上世纪

6 0 年代，疟原虫对常用的奎宁类抗疟药产生了

耐药性，影响很严重。 1 9 6 7 年 5 月 2 3 日，在毛泽

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中国政府启

动“5 2 3 项目”，旨在找到具有新结构、克服抗药

性的新型抗疟药物。在这一项目中，中国 7 个省

市、 6 0 多家科研机构、超过 5 0 0 名科研人员协力

攻关。“这是军民大联合的项目，大家都是很协

作、不分你我的。 ”屠呦呦说，“荣誉也不是我个

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这是

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 是中国

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

说法

专家热评中国传统医药对世界的贡献

“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

一份礼物，”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

2 3 日在美国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如是说。 此时

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屠呦

呦 2 3 日成为首位获得美国拉斯克奖的中国科

学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每年数亿人感

染疟疾， 而疟原虫对传统药物奎宁产生了抗药

性，在这一背景下，屠呦呦等人发现新型高效抗

疟药弥足珍贵。

对青蒿素发现的认可是国际科学界对中国

传统医学的认可。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

朗西斯·柯林斯对新华社记者说，青蒿素的发现

是几十年来寻找疟疾治疗方案过程中最重要的

发现，也是中国传统医药造福人类的一个好例子。

此前，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出席中美健

康峰会时表示， 拉斯克奖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

家就授予和传统医学有关的药物发现， 是对传

统医学、 包括屠呦呦在内的中国科学界在青蒿

素的发现中所作贡献的高度认可。他认为，中医

现代化、国际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传统医药具有服务世界人民健康的巨

大潜力。 拉斯克基金会负责人韦恩·芬顿说，中

国传统医药中仍有很多东西有待发掘， 只是需

要找到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筛选这类产品并将其

开发以供使用的人。

中医科学院前院长曹洪欣说， 中药是中华

民族的伟大创造， 又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势领域， 中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丰富的经

验，中药走向世界已是历史必然。

相关

拉斯克奖

拉斯克奖由有“现代广告之父”之称的美国

广告经理人阿尔伯特·拉斯克和夫人玛丽·拉斯

克于 1 9 4 6 年创立，以表彰在医学研究领域作出

突出贡献的在世科学家、 医学研究者和公共服

务人员或机构。自创立以来，共有 3 0 0 多位科学

家获奖，其中 8 0 位最后获诺贝尔奖。 拉斯克奖

素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

（综合《新京报》、新华社）

陈光标毕节开个唱

听完全场的观众

可领猪羊

据黔中早报消息 有“中国首善”

之称的陈光标 9 月 25 日在贵州毕节开

个人演唱会。去听他的演唱会不但不用

买门票，听完全场的困难群众可以现场

牵走 1头猪或 1 只羊，演唱会共准备了

3000头（只）猪羊和多台农用拖拉机。

9 月 23 日，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

陈光标 9 月 23 日已经到了贵阳。 他的

秘书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目前，陈光标

正在加紧排练，时间很紧，不便接受采

访。为什么要选择开演唱会的方式来做

慈善？陈光标在个人博客上透露了三点

原因。

首先，他表示，自己想通过这种新

颖的形式吸引更多人参与慈善，并且支

持任何形式的慈善行为。中国有很多贫

穷家庭需要帮助，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

了， 希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慈善，大

手拉小手，人人献爱心。

其次， 他说：“演唱会能够寓教于

乐，寓慈善于乐。 我的慈善演唱会上挑

选的都是大家喜爱的歌曲，如《我的中

国心》《爱的奉献》《月亮代表我的心》，

传递的是爱国之心、奉献之心、感恩之

心、慈善之心、责任之心。演唱会通过与

多民族群众现场互动，给贫困家庭捐农

用机械，送猪送羊，送鸡送鸭（全配好公

母）， 让它们繁殖， 让老百姓真正奔小

康。 ”

最后，他表示想用歌声表达对慈善

的执著。“唱歌是我的个人爱好，尽管我

唱得不好，但我有信心把这次演唱会办

到最好、最有亮点。 我愿用歌声表达我

的爱心，表达我对生活的热爱，对慈善

事业的一往情深。 ”

@ 网络微评@

� � 网友“二叔的粉”说：“不管形式如

何，至少有落到实处，还是支持他。 ”

网友“祖腾龙”说：“我觉得陈光标

玩得很有创意，人家有钱，不管以什么

形式捐出去，我无权评论。 ”

网友“叫兽易小星”说：“我以前特

别讨厌陈光标， 觉得这人特爱现眼，把

做慈善当作秀，把难民当乞丐，但现在

我觉得陈光标才是最本分的慈善家，不

管他的慈善多么‘暴力’，至少钱和物是

扎扎实实送到了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去

了。人无完人，如果再要求他低调，似乎

是苛刻了点。 ”

网友“累不够的老马”说：“陈低炭

要开演唱会。 据报道，刚砸完奔驰的陈

光标在贵州举办自己的慈善演唱会。听

演唱会不但不要门票， 还有礼品相送。

条件是听完全场就送猪羊。这可不是玩

笑，新浪上有视频为证。 记得侯耀华和

郭达的小品吗？‘求求你，倒找你钱，别

唱了行吗？ ’”

网友“饭特稀 kevin”说：“看一个人

内心缺什么，就看他炫耀什么。 陈光标

为什么来贵州偏远地区搞慈善演唱会？

一方面这些地方的确需要帮助，另一方

面是因为贫富的巨大反差最能让他内

心获得优越感。 内心真正强大的人，是

不需要处处显摆的。 某种意义上讲：高

调的慈善其实是一种‘暴力’。 ”

9 月 2 3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领奖。 当日，有

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将其 2 0 1 1 年临床研究奖授予 8 1 岁的屠呦呦，

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

获得拉斯克奖，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

核心

提示

屠呦呦教授领导的团队将

一种古老的中医疗法转化为最

强有力的抗疟疾药， 使现代技

术与传统中医留下的遗产相结

合， 将其中最宝贵的内容带入

21 世纪。

———“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

彩排现场。

9 月 2 3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

呦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领

奖。 新华社记者 王成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