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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有蒿》

内容概要

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给中国科学界一个巨大然而值得回味的惊喜。屠呦呦以及青蒿素
研究，虽历经40余年风雨，仍难掩其光辉,且越发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本书作者饶毅、张大庆两
位教授，以其科学史的慧眼以及关怀，早在数年前，就带领研究生黎润红，关注青蒿素研究项目，以
事实厘清中国科学研究的这个经典案例。书中首次呈现了三位作者的精彩工作成果，披露了屠呦呦先
生以及青蒿素研究独特而漫长的科研历程，是全面理解屠呦呦先生及其团队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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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毅，籍贯江西南昌。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1991年获美国旧金
山加州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等。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
学术兼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兼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兼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医学人文素质课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黎润红，籍贯江西黎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011年在北京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
主要从事医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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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523任务”与青蒿素
第一节 “523任务”的下达
第二节 “523任务”的机构组成
第二章 青蒿素的发现
第一节 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现
第二节 青蒿的抗疟有效单体成分的提取时间与命名
第三节 青蒿素结构的测定
第四节 临床验证
第五节 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协作
第三章 特殊历史时期大协作的科学研究
第一节 几次重要的会议
第二节 组织人员，相互协作
第四章 青蒿素的过去与未来
第一节 青蒿素的前世今生
第二节 青蒿素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及青蒿素研究的未来
第五章 从“诺奖”说开去
一、革命尚未成功
二、科研的思路何其重要
三、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库
延伸阅读 青蒿素与疟疾
附录
一、“523任务”大事记
二、青蒿素研究大事记
编后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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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呦呦有蒿，书名就透着一股文雅劲儿。原本不爱科学史的我竟然看得津津有味，发现了好几处有
意思的点，例如青蒿素居然还能减肥？也太接地气了。

2、1967年5月23日至30日，国家科委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后勤部联合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一次“疟疾防
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讨论并确定看这个三年研究规划。参与会议的有各有关业务领导部门和从
事疟疾药物研究试制、生产、现场防治工作的37家单位，88名代表。由于这是一项紧急军工项目，也
是为了保密起见，遂以开会日期为代号，简称为“523任务”。

3、看到介绍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单位内部、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协作章节，莫名感动。一个药物从发现
有效到后面的大量提取，再到临床确定疗效，不同科室、不同专业的团结协作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
的事。

4、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

5、对我来讲，世界上一年几亿人发病却无药可治的疾病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是最欣慰的事情。现
在国际上认可，我觉得也是为国争光。——呦呦说

6、看完全书才知道，青蒿素这样的国宝居然没有申请专利，真是令人叹惋。

7、青蒿素作为药物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是在氯喹几近失效后抗击氯喹耐药性疟疾，而作为具有过氧桥
结构的独特分子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是未来可能用作抗肥胖、抗衰老、抗炎、抗癌和抗菌的潜在或辅助
药物。

8、面对复杂性疾病，中医药有巨大潜力。

9、“任何数典忘祖，任何妄自菲薄，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背叛。”

10、“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11、拉斯克奖及诺贝尔奖为何选择了屠呦呦与青蒿素？看完这本书心中自会有答案。

12、除了青蒿素，还能感觉到远去那个时代的魅力。

13、书中说道，青蒿素的耐药性早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那么，“除了在临床中需要联合用
药以减少疟原虫的耐药性外，首先要解决的是，可否在青蒿素的基础上研发复方药物或从中药的宝库
中再发掘一些有效对抗疟疾的药物，以避免或减少疟原虫的耐药性。如此，则有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
的进一步贡献，没准可以再次获得诺贝尔奖（或许是化学奖）”，真是有趣的观点。

14、青蒿素的国际合作为什么没有“乐”只有“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青蒿素合
作之“痛”的根源应该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与国外的合作只是在给对方“引路”和“传经送宝
”。

15、从正面意义来看，青蒿素获奖充分表明“全国一盘棋，科研大协作”的科研模式仍未过时，不仅
国内“两弹一星”大会战、胰岛素合成大攻关和杂交水稻大协作均获成功，而且国际上人类基因组计
划也通过全球大联合取得了空前突破。

16、“任何夜郎自大，任何固步自封，都是对中医药发展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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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诺贝尔奖设立120年来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诺贝尔奖颁布给中国女科学家，第一次把自然科学奖
颁发给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让本土中国人获得了生理学或医学奖。

18、看来，每一种植物天然产物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而现代药物开发仅仅触及了其中很小的一部
分。

19、听说适合高中文化以上的科学爱好者阅读

20、中医药对疾病的整体观和对待病人的个体化思想，与现代医学的系统生物学、精准医疗、个体化
医疗，无论从思维模式还是研究的技术手段上，都可能产生出巨大的创新。

21、诚意推荐这本立体的青蒿素中国科研史。

22、书中说道，“这个诺贝尔奖的降临，除了自媒体的一路欢歌，各种解读，我们更愿意给大家一个
深入了解半个世纪以前，那个时代，大科学大协作时代科研的面貌”。是的，他们做到了。

23、“一个药物的发现，除了确定粗提物有效以外还有提纯、药理、结构、临床等部分”，可见青蒿
素的科研过程有多么艰辛。

2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青蒿素在其他疾病防治中的应用将会逐步实现，尤其是在青蒿素被授予诺
贝尔奖后，更会掀起一股深入挖掘青蒿素广谱药用价值的热潮，让我们拭目以待！

25、中国曾有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但只有屠
呦呦一人获奖，因此从事科研就是默默无闻，或者是终身做坐冷板凳，就像西西弗斯，终生都在进行
单调而艰难的工作。

26、屠哟哟获奖说明植物药“西化”是一种新药研发途径，不过也只是一种，不能统领全部的研发模
式。中药复方有君臣佐使，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日本就把《伤寒杂病论》里的经方视为宝贝，不需
要新药研发就可以在药厂大规模生产。

27、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房》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前340年，东
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而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则明确说明青蒿能“治疟疾寒热”。

28、像是一份详实的珍贵档案，在悠长的时光中静候读者翻阅。

29、“这些单位用青蒿制剂和青蒿素制剂共进行了6555例的临床验证，用青蒿素制剂治疗的有2099例
，其中恶性疟1511例，在恶性疟中用于救治脑型疟141例。”

30、关注着作者饶毅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笔调很喜欢，这本书也是。

31、“寻找新药的途径有很多种，人类通过不同植物寻找治疗方式由来已久，这可以激发我们寻找新
药的新观念。”——Hans Forssberg（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评委会成员、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

32、“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在《黄帝内经》《本草纲目》
等经典中就蕴藏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智慧，如根据人中的长短可以判断子宫大小、从眼血管可以判断肝
病的预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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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青蒿素研究项目取得圆满成功，也说明这种传统的“从上到下”（科研招标单位下达课题）的科
研组织机制可以像现行的“从下到上”（科研人员自行命题）的科研组织机制一样有效，有时甚至更
胜一筹。

34、青蒿素的发现，可以说是一段充满正能量的科研历史，不论是与政治，或与当时年代背景下千丝
万缕的联系，细细读来真是宝贵的记录。

35、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真是最近社会的爆点啊，中国人的诺奖情节也终于是实现了。到底是中医的
生理还是表面的辉煌，这本《屠呦呦与青蒿素》还是从根本上讲了这个人和这一“素”已经相关科学
严谨的故事。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推荐！
36、523项目持续了13年，聚集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加上中
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

37、此书对青蒿素的发现和未来阐述的比较详尽，有机会拜读真是一大幸事！
38、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會給這本書五星，真的，可讀性不高，都是論文式的數據和研究過程描寫。
但是，對於地描寫整個研發的過程，還是值得借鑒的。 屠呦呦，中國人的驕傲，世界人的福音。
39、经过两年3次大会战，广东、江苏、四川等地用青蒿素和青蒿简易制剂临床治疗疟疾2000例，其中
青蒿素治疗800例，有效率100%；青蒿简易制剂治疗1200例，有效率在90%以上。青蒿素新药与1975年
研制成功，并于1979年通过了全国鉴定。

40、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
蒿”中所指之物即为青蒿。

41、“静生智，智生慧”，中医人的自信应该在自己的修炼中磨炼出来。

42、看过，深思了一番科研体制。

43、“青蒿素失去专利权也许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这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疟疾主要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赚落后国家里的穷人的钱是可耻的，只有没有专利权的抗疟药，才
能低价或免费为贫困地区的疟疾患者治病，这是可敬的人道主义与慈善事业。”

44、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
一个荣誉。——呦呦说

45、系统思维，整体把握，顺势而为，外辅内调，在调适、调心、调身基础上的辩证施治，正是中医
学的精髓。

46、1971年下半年，屠哟哟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100%，这一方法是当
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

47、中医药好比一个丰富的资源宝库，肯定还有更多类似青蒿素的珍宝在等待发掘。

48、大概能够算作青蒿素研究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了。

49、百草皆药。

50、考察那一代老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人的生命，但他们本人却默默无
闻，相关的文献埋没于即使能读中文者也感冷僻的杂志和一般读者不容易看到的内部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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