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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2时
15 分，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诺奖得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
究员屠呦呦发表了题为《青蒿
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
物》的演讲。

在演讲中，她首先回顾了
青蒿素的发现过程，简单讲述
了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
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
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屠呦呦深有感触地表示，这段
历程相当艰辛。

西医为引 中医为方

屠呦呦认为，学科交叉为
她的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
备。她展示了一张老照片，其
中特别提到了照片当中的著名
生药学家楼之岑，当初就是他
指导屠呦呦鉴别药材。

屠呦呦说：“从 1959 年到
1962 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
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
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
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
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
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
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医学中的
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
了良好的准备。”

水缸曾用来
当提取容器

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时，
屠呦呦强调了一句话“在困境
面前需要坚持不懈”。

她谈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
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
床，他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
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
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
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

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
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她和科
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
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
全。

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
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
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
解度的问题。后改用青蒿素单
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
素的抗疟疗效。

中医药是丰富宝藏

屠呦呦强调，中医药是一
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
思考，发掘提高。

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
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
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
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
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
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
新，从而造福人类。

她还对当年从事523抗疟研
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
以及全国523项目单位等表示感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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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的最后，屠呦呦以王
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一诗
收尾，希望听众们更上一层
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
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
藏。

中医药
给世界
一份礼物

屠呦呦的诺奖之旅 行程篇

屠 呦 呦 签 名 的
《 青 蒿 抗 疟 研 究 》
（1971-1978）。这本书
汇集屠呦呦团队早期
抗疟研究的成果，记
载了青蒿素发现的过
程。

中式瓷盘。瓷盘
刻有青蒿素的分子结
构，并用英文介绍青
蒿素为人类抗击疟疾
做出的贡献。

屠呦呦 （右） 在诺贝
尔博物馆展示有自己签名的
椅子。

屠 呦
呦及其他
九位 2015
年诺贝尔
各奖项得
主 12 月 6
日受邀参
加诺贝尔
博物馆活
动，并向
博物馆赠
送个人纪
念品。

礼
物
篇

揭秘篇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4日下午，屠呦
呦抵达瑞典斯德哥
尔摩的阿兰达机场，
参加“诺贝尔周”系
列活动。

6日，屠呦呦及
其他诺奖获得者前
往诺贝尔博物馆参
观，在博物馆里的椅
子上签名并赠送个
人纪念品。

6日下午，屠呦
呦和其他两名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共同出席新闻
发布会。

7日下午，屠呦
呦将在卡罗琳医学
院 发 表 题 为“ 青 蒿
素：中医药给世界的
一份礼物”的演讲。

8日，当地华人
报社将组织交流会，
由瑞典医药管理局
人士和斯德哥尔摩
的医生参加，屠呦呦
将和他们共同探讨
中医药话题。

10日下午，诺贝
尔颁奖典礼在斯德
哥尔摩音乐厅举行，
典 礼 约 一 个 半 小
时。瑞典国王将依
次为获奖者颁发诺
贝尔奖证书和奖章。

10日晚上，全体
获奖者将到斯德哥
尔摩市政厅参加晚
宴，屠呦呦等诺奖得
主将与瑞典国王进
行短暂会谈。

13日，屠呦呦离
开瑞典结束“诺奖之
旅”。

屠呦呦作为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都知道

她获奖背后有“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523办公室”)项目组成

员的贡献，也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力荐密不可分，但人们并不完

全了解她能够斩获诺贝尔奖背后她和她的团队的艰辛付出，更不知道她成功获奖

与一起至关重要的青蒿素新药技术知识产权纠纷案胜诉有着直接的关系。

青蒿素知识产权是这样争来的

由于上世纪 90年代初青蒿素市场极
度混乱，同时严重侵害了发现青蒿素新药
知识产权，中药所和屠呦呦通过研究，决
定诉诸法律，维护青蒿素新药的知识产
权。

这起诉讼的代理律师琚存旭清楚地记
得，1993年 12月底，中药所研究员屠呦
呦约他谈了一个下午，决心通过打官司解
决青蒿素新药技术被侵权的窘境。她的决
心来自于以下因素：

第一，侵权现象有蔓延的势头，涉及
广西、云南、四川很多生产厂家，当时有
青蒿生长的地方差不多就都要生产青蒿
素。

第二，国内厂家生产的多数都是初级
的原料，直接供应给国外的厂家比如法国
的一些大的厂家，做成针剂后在非洲大肆
销售，等于让国外厂家赚了大钱。

第三，青蒿素作为药品具有治疗疟疾
的作用，不具备预防疟疾的作用。但是当
时很多厂家宣传说进入疫区和离开疫区前
后一个月内吃了青蒿素都有预防作用，这
种情况也令屠呦呦十分焦急。这属于药物
滥用，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抑制，一旦病
原虫产生抗体，等于青蒿素这个发明就白
费了。

第四，作为中药研究所来说，那么多
人都在集中精力进行青蒿素研究，但是经
费有限，他们又不能从当时生产的这些药
厂拿到应有的报酬，不仅仅影响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也使科研本身进度被延迟。屠
呦呦希望通过诉讼得到补偿促进科研，当
然也为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树立一个
标杆，为知识产权的规范使用建立秩序。

起诉 打破被侵权窘境

琚存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对中
药所和屠呦呦的办事作风、办事效率等
各方面十分佩服，特别是钦佩屠呦呦。
他说屠呦呦性格坚强、坚定，认准的事
情是坚决要走到底的，做事又极其细致
认真。

30年左右的历史、文献资料是非常
庞杂的。律师希望屠呦呦提供的资料，
她都能很快找出来，而且很准确，很丰
富。比如说诉讼时效的问题，律师主张
权利的时间越早那就意味着超过诉讼时
效时间越少，那么受保护的时间就越
长。律师向她提出能不能找到她当时主
张保护的证据。

屠呦呦找到了很多向卫生部以及医
药管理局等部门反映的信件，也包括中
药研究所的一些公函。按说一个科研人
员保管的材料应该是科研方面的，但是
这些资料屠呦呦都保管得很好，井井有
条。

有一次律师跟她说能不能写写在海
南从事青蒿素研究工作的经历，她通宵
达旦立即就写出了这个经历。

琚存旭还说了一件事情来证明屠呦
呦对青蒿素知识产权案的认真和负责。
在四川黔江开庭，从北京过去道路艰
难，原所长也不同意她去出庭。律师就
说您负责提供书面证据就可以了。她却
很坚定地说：“如果需要我去，我就
去！”案件诉讼过程中律师需要她去向
卫生部等部门继续反映情况，她也会
去。她平时写一些信件，呼吁大家保护
青蒿素。在保护青蒿素方面她做了很多
的工作，令人敬佩。

执着 坚决要走到底

琚存旭律师回忆，从青蒿入手的方案
就是发现的起点，方案提出者就是屠呦
呦。青蒿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植物，它
对治疗瘴气有一定的作用，古代医典就有
记载，但是从医典中发掘出来的是屠呦
呦。把青蒿素从青蒿中提取出来的是屠
呦呦。这就是屠呦呦无可比拟的决定性
作用。

琚存旭认为，第一，大量的文件都是
支持屠老师以及中药研究所团队是发明
人。第二，青蒿素药和青蒿素是有区别
的，药物需经过毒理、病理、临床的层层试
验。它是经过复杂的科学研究过程才被
批准成药，这是屠呦呦带领中药所的团队
花了很长时间做出来的。中药所就为新
药申请了新药技术证书。包括诺贝尔奖
现在奖励的还是这个药，屠呦呦又是中药
所研究青蒿素的第一人，自然享有受奖励
的权利。权属应该是单位的，从逻辑关系
上来看，青蒿素新药技术是中药所独占
的。

最终，法院全面支持琚存旭意见，判
定中药所拥有青蒿素新药技术知识产权，
被告构成侵权。要求两个被告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明确了中药所是青蒿素这个药
的独家所有人，拥有这个药品绝对的权
利，应受到法律保护，判决被告赔偿72万。

诉讼胜诉，中药所和诉讼代理律师十
分高兴。屠呦呦是位毫不掩饰的人，性格
非常直率，她得知胜诉的消息，笑得很甜
美。屠呦呦认为，官司打赢了，一是从法
律上确认青蒿素新药技术的权利终于属
于中药所了，二是赔的这么多钱可以补一
下科研的经费了，能多做一些工作了。

胜诉 72万用作科研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