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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让国人感到由衷的振奋。
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当中，可以使疟疾
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
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

从实验室到临床，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我国颁发
的一类新药证书。一项特殊历史时期的任务，最终转
化成全人类对抗疾病的武器，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

疟疾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顽敌，全球每年约
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的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上世纪60年代，由于疟原虫对奎宁
类药物产生抗药性，全球100多个国家、两亿多疟
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剧攀升。当
时，中美两国都在开展抗疟研究，美方筛选了近30
万种化合物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疟疾，在人类历史上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1955
年，屠呦呦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进入中医研究院工
作。1969年，中医研究院接到“中草药抗疟疾”的研发
任务，代号523，时年39岁的屠呦呦因为具有中西医
背景，而且勤奋好学，被任命为科技组组长。

屠呦呦经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
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没放过，终于在2000多种方
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
的《抗疟单验方集》。

在190次失败之后，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在
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
青蒿提取物，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1972年，该
成果得到重视，研究人员从
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
效成分青蒿素。1992 年，
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
难以根治等缺点，屠呦呦又
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
疗效为前者 10倍的“升级
版”。

青蒿素能迅速消灭人体
内疟原虫。与西方药厂生产
的同疗效药物相比，青蒿素
类药物不良反应轻微、治愈
率高，且价格便宜，被许多非洲民众称为“中国神药”。

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
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
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
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中国神药”给抗疟事业带来了曙光。让全球数亿人因此受益。世卫
组织说，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近年来疟疾死亡率显著下降，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泛分发青蒿素复方药物。

据介绍，广西柳州融安县是全球青蒿素的最大生产基地。每年8月，
融安县多个乡镇的山坡上，都会被一片片绿油油的植物所覆盖。被誉为

“中国神药”的青蒿素，就是从这种一米多高的植物中提取的。青蒿利用
荒坡容易种植，又不用着力护理，每亩可以收200公斤干叶。目前，融安
县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万亩。

谈及中医药，耄耋之年的屠呦呦曾说，中医中药是一个伟大的宝
库，经过继承、创新、发扬，它的精华能更好地被世人认识，能为世界
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时间10月5日晚，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荣
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她继2011年荣
获拉斯克奖后，再次荣获医学领域顶级奖项。值
得注意的是，屠呦呦的贡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主导研发出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
蒿素，挽救了无数被疟疾折磨的病患。这一发
现，被认为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大关系。

然而，围绕青蒿素产生的“其能否体现中
药价值”等争论，早已在屠呦呦 4 年前获拉斯
克奖时就已展开。经过多年沉淀，如今再回过
头来分析，当年的诸多争议早已告一段落。其
研发对于中医药现代转型的意义，或许才是我
们应关注的焦点。

屠呦呦青蒿素研究缘何成功？

要探究中医现代化，首先应弄清楚屠呦呦
青蒿素的研发是如何成功的。

1969年 1月 21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指派屠
呦呦和其他同事一道加入“523”项目。综合来
看，她领导的研发历程主要经历了这样两个阶
段。

首先，有目标地优选。在屠呦呦及其团队
研发初期，团队收集了中医典籍中关于疟疾治
疗的各种经验方，命名为《抗疟单验方集》，包
含了 640 多种草药，其中就有青蒿。关于青蒿
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 《五十
二病方》，其后的 《神农本草经》、《肘后备急

方》、《本草纲目》 等中药典籍。正是根据东晋
葛洪 《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屠呦呦产
生了灵感：绞汁使用的办法，避免了青蒿的有
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这个灵感，敲开了青
蒿素发现之门。

其次，分析过程中现代科学分析方法的使
用。屠呦呦曾这样描述其团队发现青蒿素的系
列实验：“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
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
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
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
稳定。”她同时指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
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

“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
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屠呦呦编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通过这样的仔细分析，屠呦呦及其团队不

仅发现青蒿在治疗疟疾时效果时有时无的原因
在于其多种化学成分的相互影响，更确立了从
青蒿叶——青蒿素含量最高的部位——提取青
蒿素的标准。而这，正是她基于传统中医典籍
并利用现代科学分析手段创新而获得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
究员陈可冀曾指出，中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
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时候。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分析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已成为中药研究
的本职工作。现代中药的一个课题就是要弄清
中药在临床上的用处、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其
物质基础是什么。

对中医现代化有何启示？

早在 2003 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医药条
例》 就明确提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战略目
标。与现代化相对应的现代科学手段应用于中
医药研究也早已成为主流思想。那么，是不是
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和发展中医药，就表明中
医药现代化了呢？

按照一些中医学专家的观点，情况并没有
这么简单。作为世界四大传统医药体系中唯独
留存下来的中国传统医药学，其不断传承的根
本原因，在于善于吸收和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科

学技术，并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中国药理学会药物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青

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第 302 医院新药
临床试验中心毕京峰博士曾建议：实现中医药
现代化，应将中医回归其原本属性，即内、
外、妇、儿、药等多学科综合发展，核心应在
于认识和归纳现代科学的成果，并将之在中医
学理论范畴内进行阐述，然后指导这些成果应
用于临床实践。

李连达则认为，必须改进当前中医药科研
管理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的缺陷，改革应试科
研、“工头式”的项目等弊端。同时，从政策
层面支持中医药发展，医改也必须有更大的
动作。

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同样是未来
中医药发展的必经路径。需要说明的是，青篙
素研究的成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模式，但
并不是唯一模式。未来的中医研发，既要很好
地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方法，又要发
扬我国特有的传统研究方法。实现“国际接
轨”的双向互通才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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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引发思考——

中医药在现代转型中焕发异彩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屠呦呦在实验室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抗击埃博拉慈善行动举办
本报电（孙欢） 由南南国际慈善基金会、成美慈善基金

会联合发起的“因爱而来·抗击埃博拉”援非慈善行动近日在
北京举办。

据介绍，本次活动凝聚了社会各界慈善力量，为抗击
“埃博拉”一线医疗人员提供多方面关爱和支持，以帮助非洲
国家早日战胜埃博拉疫情，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健康科普信息传播指南发布
本报电（李军） 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 《健康科普信息生

成与传播指南 （试行）》（简称《指南》），《指南》将逐步引
导并规范全国健康科普工作开展。

据介绍，《指南》要求，健康科普信息生成要遵循科学性
和适用性原则。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也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指南》，开发针对不同内容、不同渠道和不同形式的健康科
普技术指南和规范；着手建设健康科普专家库和健康科普资
源库，为全国健康科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京东肾病医院设公益基金
本报电 （璐茜） 随着电视剧 《历史永远铭记》 的热播，

由国家卫计委、河北省卫计委等联合发起“学习马海德精
神”主题活动，近日在中美集团京东誉美肾病医院举行。

该剧讲述了美国医生马海德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
立后55年中的传奇经历和感人故事。中美集团总裁郭华伟表
示，将把学习马海德精神与医德医风教育结合起来。作为学
习马海德精神的一项具体行动，该集团将设立基金会，每年
免费救治100名家庭困难的肾病儿童。

妙应堂中医诊所开诊二十年
本报电（张阳） 北京白塔寺妙应堂中医诊所日前迎来了

20岁生日，当日他们广邀中医界名家、教授，齐聚白塔寺药
店，与大众一同庆生。

1995年，白塔寺药店在京城率先开设了首家国医堂专家
门诊——白塔寺妙应堂中医诊所。诊所成立至今始终以服务
病患为宗旨，聘请多位在中医界声誉颇高的知名专家、教授
应诊。据介绍，未来，诊所将注重中医文化的宣传和健康养
生产业的发展，积极开拓中药养生服务，传播以养生预防疾
病的新健康理念。

杏林寻宝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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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流产增加不孕不育率
黄雪倍

重复流产增加不孕不育率
黄雪倍

医 说 新 语

健康的心脏每天跳动10万多次，伴随着每一个生
命的始终。如果心脏的律动失去和谐，生命也必将受
到威胁。心房颤动 （简称“房颤”），便是最常见的一
种心律失常。

心跳为何会“失控”？怎样“稳住”心律？在
2015年“世界心脏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进北京安贞
医院房颤中心，近距离了解房颤的诊治要点。

房颤是心血管流行病

当形容一个人紧张兴奋时，人们常会使用“心跳
加速、心跳如鼓”之类的词语。但在现实中，如果一
个人突然出现心跳加速，节律紊乱，并伴有胸闷等不
适感受时，那可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发生了房颤。

房颤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现已成为“高
大上”的疾病。何谓高大上？安贞医院房颤中心主任
马长生说，高是指患病率高，我国现有房颤患者超过
千万，全球房颤人数3350万；大是指危害大，房颤不
仅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增加脑卒中和死亡风险，还会
使心衰风险增加；上是指患病人数有快速上升趋势，
40岁及以上人群中，将近 1/4的人在一生中会发生房
颤，随着年龄增长，房颤的发生概率还会不断增加。

房颤的主要危害是血栓形成和栓塞。首先，房颤
时，心房机械收缩功能丧失，血液淤滞而容易形成血
栓。若血栓脱落，会随血液循环到全身，可引起脑梗
或循环栓塞而致残、致死。房颤患者血栓栓塞事件发
生率为正常人的 5倍，与房颤相关的卒中致死率、致
残率及复发率很高。非瓣膜病房颤患者不抗凝状态下
年卒中率为 5.3%，35%的患者在其一生中至少发生一
次脑卒中。其次，房颤患者心房有效收缩功能丧失和
长期心率过快，可导致心动过速性心肌病，最终导致
心功能下降甚至心力衰竭。另外，房颤本身就会增加
死亡率，为健康人群的2倍。

房颤与卒中预防的新手段

研究显示，90%的非瓣膜病性房颤患者，心房血
栓来源于左心耳。左心耳是从左心房伸出的耳状小
囊，属于左心房的一部分，很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
落至脑部动脉就形成脑栓塞即脑卒中。既往的临床实
践表明，在外科手术中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患者
行瓣膜置换或者成形术的同时，切除左心耳，可使卒
中发生率降低。而外科治疗方法由于创伤大，风险
高，难以在临床推广。

随着心血管介入治疗和器械研发的进展，经皮左
心耳封堵预防卒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左心耳封堵术是
在左心耳植入笼状结构的封堵器，封闭左心耳心房入
口，使左心耳闭塞，从而达到预防心房颤动血栓栓塞
的目的，是创伤较小、操作简单、耗时较少的治疗新
方法。” 董建增教授介绍说。

左心耳封堵术对于卒中高危且口服抗凝药禁忌或
不能耐受的患者，可能是最适宜的治疗方法之一。尤
其对于既往有卒中病史及超过75岁的高龄患者，左心
耳封堵的临床获益可能更为显著。

导管消融可治愈房颤

资料显示，房颤患者应用抗心律失常药复律后，
维持窦性心律的比例 1 年往往不足 50%。其他常用的
抗心律失常药，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17%。

目前，在国际指南中已经提出将导管消融作为阵
发性房颤的一线治疗选择，即不经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
直接接受导管消融；对于持续性房颤患者，经过多次消
融，多数患者可成功维持窦性心律。导管消融对于不同
人群如高龄、长时程持续性房颤及合并器质性心脏病的
患者，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导
管消融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症状，还可以改善患者的临床

预后，降低卒中发生
率和心血管死亡率。

自 1999 年马长
生教授开展国内首例房颤导管消融术以来，我国房颤
导管消融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10余年间，我国导管
消融治疗房颤的病例数快速增加。然而，房颤导管消
融操作较复杂，学习曲线相对较长，治疗效果高度依
赖术者经验。北京安贞医院房颤中心2014年共完成房
颤导管消融1700例，今年将突破2000例，成为全球规
模最大的房颤中心。

房颤预防：别让心跳“失控”

与高脂血症、冠心病等疾病相似，房颤也是一种可
以预防的疾病。房颤中心教授杜昕告诉记者，房颤的发
病除了和年龄增长有关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缺
乏运动、肥胖、不健康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等都是房
颤发生的基础。控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冠心病、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相关危险因素，有助于将房颤的苗
头“扼杀”在摇篮里；生活中，戒烟、限酒、低盐、减重、加
强运动等，都是护心的好习惯。当出现心悸、气短、头
晕、黑曚等疑似房颤的症状，脉搏“时快时慢”、“没有规
律”或“有时摸得到，有时摸不到”等异常情况时，要引起
重视，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及时就诊。

此外，在预防房颤方面，北京安贞医院房颤中心
做了大量工作：定期开展患者教育，提高公众对房颤
卒中的认知；建立有效的房颤管理体系，设立房颤门诊
专门管理房颤患者；同时做好患者长期随访，提高服务
水平，增加随访成功率，建立房颤随访中心，两部手机热
线24小时开机；同时加强培训教育，提高了公众意识和
参与度。中心目前有 1.5 万例房颤患者在接受长期随
访。该中心致力于推动房颤规范化治疗水平不断提
高，已成为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房颤注册团队之一。

在近日举办的“中国企业员工健康
行”搜狐公司专场上，北大人民医院妇科
副教授王志启表示，重复流产会使不孕
不育率显著增加。继发性不孕不育患者
中，88.2%的人有人工流产史。

王志启说，人流手术会严重伤害女
性生殖健康，引发盆腔感染、宫颈粘连、
月经异常等并发症和副作用。

“最近吃药了”、“经济条件不好”、
“现在还没准备好”……王志启说，经常
听到选择人流手术的女性这样说。在我
国，因避孕意识不足发生意外妊娠的人
流比例高达 50.3%。很多女性之所以被

“要不要二胎”所困扰，原因就是没有做

好避孕工作。王志启说，避孕方式大致
分为“不靠谱”、“勉强靠谱”、“相当靠谱”
和“绝对靠谱”4类。

“不靠谱”：体外射精、安全期避孕。
在专业医生看来，这些避孕方式效果都
很差，失败率高达30%。

“勉强靠谱”：口服紧急避孕药、使用
避孕套。事实上，口服紧急避孕药有一
定的避孕效果，只是失败率高达 10%至
20%，而且非常容易导致月经不调等副作
用，只能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使
用避孕套失败，多源于方法不当，但是对

预防传染性疾病很有效。
“相当靠谱”：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

器。对于想将来要孩子、短时间又不想怀
孕的女性，医生推荐使用复方短效口服避
孕药。研究显示，复方短效口服避孕药所
含雌孕激素很低，因代谢速度快、不在体
内蓄积而需要每天服用，不会影响生育能
力和身体健康；若长期服用还可控制痛经
及子宫内膜异位，并有减少月经量等额外
益处。对于没有生育计划的女性，可放置
宫内节育器，其避孕成功率高达98%以上。

“绝对靠谱”：绝育手术，如输卵管或
输精管结扎。但这种手术几乎不可逆，
以后再也不能要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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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企业生产、含有青蒿素成分的抗
疟试药物。 新华社记者 潘思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