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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藥獻給世界的奇女子——屠呦呦 

每年宣布諾貝爾獎得主的新聞，都會成為世界的焦點。2015 年, 當諾貝爾獎委員會公佈了生

物學或醫學奬獲獎者的資料後，北京頓時沸騰起來，因為其中一名獲奬者的簡介寫著：

「屠呦呦，生於 1930 年，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中國。」 

 

此時，身在北京家中的屠呦呦也接到了諾貝爾獎頒獎大會的祝賀來電。已經 85 歲的屠呦

呦，以一貫的淡定自若說：「感謝大會。這不但是我個人的榮譽，更是國際社會對中國醫

藥科研人員的認可。」 

 

屠呦呦出生在寧波，因為出生時的哭聲幼小，她的爸爸便想起在《詩經》中有「呦呦鹿

鳴，食野之蒿」一句，就為女兒取名「呦呦」。這個名字，巧合地牽引屠呦呦的人生與青

蒿結連在一起。誰想到，她的名字竟然在 85 年後和青蒿一起被銘刻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 

 

為什麼屠呦呦會對藥醫學產生興趣呢？那要追溯到七十年前。屠呦呦在 16 歲時得過非常嚴

重的肺結核病。這病傳染性高，屠呦呦經過長達兩年多的隔離治療，才完全康復。俗語

說：久病成醫。然而，康復後的屠呦呦沒有把目標放在當醫生，卻對能夠治好自己的肺結

核病的醫藥很感興趣。她想：如果學會如何用藥，不僅能自救，也能救其他人，何樂而不

為呢？就是這種簡單的「治己救人」的想法，推動屠呦呦走上藥醫學研究之路。 

 

有了這個目標，屠呦呦發奮學習，努力追回因患病而落後的學業，最終成功考進北京大學

醫學院藥學系。 

 

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其中醫藥業更是求才若渴。北大藥學系中的藥物化學是

當時炙手可熱的科目，藥學系大部份學生都會選擇修讀這項專業，以求畢業後有較佳的出

路。但屠呦呦沒有跟隨主流，她堅定地選讀了冷門的生物醫藥學，專攻原產中藥的分類和

從植物中提取分離的技術。 

 

屠呦呦雖然無心插柳，卻嘗到甜美的果子。大學畢業那年，碰上國家正在籌建中醫研究

院，屠呦呦順理成章被招攬到研究院的中醫研究所工作。同屆同學都十分羨慕屠呦呦的幸

運，說她有福星的庇佑。但屠呦呦沒有因為眼前的順利而飄飄然，她想起爸爸經常對她

說，成功非僥倖，別人成功的背後，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屠呦呦更加盡心盡力地在研

究所工作，短短幾年，因為她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和出色的表現，被委任成為研究所首席

科學家。這時，一個巨大的挑戰正在走近。 

 

1960 年，越南戰爭升級，同時戰場上出現了比子彈更可怕的「死神」--- 抗藥性惡性瘧疾。

它肆意地襲擊交戰的雙方，同時也向鄰近國家，甚至全球步步進逼，於是世界各國都急於

研製新型的抗瘧疾藥。 

 

中國火速招募 500 多名國内的科學家，著手研發新的抗瘧疾藥物。屠呦呦受命擔任其中一

組的組長，負責從傳統中醫藥文獻和配方中，搜尋與整理有用的資料，再進行研究。 

 

研究人員要在三千多種中草藥中進行篩選和研究，當中包括青蒿。在初期的試驗中，青蒿

對抗新型瘧疾的反應一般，被研究人員標記為「無效」。 熟讀醫藥古藉的屠呦呦卻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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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晉名醫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提到，把青蒿「絞汁」服用，可以有效阻截瘧疾的

擴散。屠呦呦感到十分好奇，為什麼古人要「絞汁」服用青蒿，而非如一般中藥採取水煎

呢？ 

 

這個別人看來無關重要的服用方法，卻被屠呦呦捉住不放。經過不斷的推敲和研究，最後

她發現青蒿中的有效成份，原來是忌高温和酶解的，所以之前用一般的高温提煉方法，錯

誤地把青蒿最有效的成份破壞了，自然對瘧疾無效用了。 

 

摸到了鎖匙，屠呦呦和團隊馬上日以繼夜地反覆試驗，可是卻迎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其

他研究小組都勸屠呦呦放棄青蒿，不要再花時間在被檢定為「無效」的草藥上。但屠呦呦

堅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對的，她力排眾議，同時不斷鼓勵自己的研究團隊：「我們只管專

心做好對青蒿的研究，正如愛迪生研發電燈泡，每次的失敗都是離成功更進一步。我們的

方向正確，只要堅持下去，一定能找到合適的方法提取青蒿的！」在屠呦呦和團隊的不懈

努力下，終於發現用沸點低的乙醚來提取青蒿，可以克服溫度和酶解帶來的障礙，大大提

高提取成效。 

 

下一步，就是要大量提取青蒿的有效成分用作深入分析。可以當時的研究條件簡陋，要從

一堆青蒿中提出一個含量高的成分是十分不容易的。為了加快提取進程，屠呦呦想盡辦

法。她到市場買了幾個腌鹹菜用的大缸，來代替實驗室常用的小瓶小罐，用來盛放乙醚，

浸泡青蒿。為了加快進度，屠呦呦跟時間競賽，常常廢寢忘餐地進行研究工作，累了便帶

著疲倦的身體和一身酒精、乙醚味回家，簡單梳洗小休後，便回到研究所繼續工作。這些

有機熔劑除了給屠呦呦帶來一身的氣味，還令她得了中毒性肝炎。家人和同事都好擔心屠

呦呦的健康，可是她依然無怨無悔地埋首工作，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工作意義重大，而且刻

不容緩。 

 

一天，屠呦呦照常帶領團隊在實驗室中進行樣品實驗。之前 190 個樣本均告失敗，大家繼

續對第 191 號樣品進行檢測。當研究人員檢視樣品對瘧原蟲的抑制率時，發現這一次的抑

制率竟然達到了 100%！「我們成功了！我們成功了！」這個得來不易的結果，讓屠呦呦和

她的團隊興奮歡呼，還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很快，由青蒿提取物研發出來的藥物來到臨床試驗的階段，可是由於當時自願參加試藥的

病人很少，令研究裹足不前。屠呦呦毅然帶上自願試藥的呈請信，來到上級面前，誠懇地

說：「我是組長，有責任參與試藥！請您批准我的申請。」上級被眼前這位文靜卻督定，

瘦小卻勇敢的女子說服了。其他研究人員也被屠呦呦的身先士卒感動了，紛紛申請成為試

藥員。經過安全性實驗及自身試服，短短兩年便證實到青蒿素比起西藥，對鼠瘧和猴瘧更

具療效，抗瘧新藥由此誕生，中藥的效用也令世界眼前一亮！  

 

以青蒿素為基礎製成的複方藥物，很快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基本藥品」目錄，成為瘧疾

的標準治療方案，推薦到全世界應用。在青蒿素問世前，全球每年約有四億人次感染瘧

疾，至少一百萬人因此喪命；青蒿素類藥物面世後，就算在瘧疾重災區如非洲，治癒率亦

高達 97%，為飽受瘧疾困擾的非洲國家帶來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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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卓越的醫學貢獻，屠呦呦成為首位榮獲美國拉斯克醫學獎、生理學或醫學諾貝爾獎的

中國人，她也是首名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奬的女科學家。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行星中心

把第 31230 號小行星命名為「屠呦呦星」，以表彰她對全球人類健康的貢獻。 

 

面對突如其來的榮耀和吹捧，屠呦呦依然選擇淡然以對。她很清楚，青蒿素的成功，是很

多研究員共同努力的成果，背後很多無名英雄都應該被稱許。所以每次訪問，她都一一提

及科研團隊中的每一個人，說奬項是屬於中國科學家群體的，非她個人的。 

 

獲獎後的屠呦呦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仍然希望一盡己力，努力開發傳統醫藥，給世界帶

來更多的治療藥物。202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因屠呦呦在寄生蟲疾病方面的研究成果，

授予她赤道幾內亞國際生命科學研究獎。而此時已經 92 歲的屠呦呦，記掛著的不是獲得更

多奬項的肯定，而是新的瘧疾病源會否對青蒿素產生了耐藥性。一個瘦弱的肩膀，竟能擔

起大使命； 一份心繫蒼生的善良，就可造福全世界。 

（245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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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藥獻給世界——屠呦呦（問題） 

1）屠呦呦在多少歲得到諾貝爾獎？ 

A 85 歲 

B 68 歲 

C 98 歲 

 

2）屠呦呦會對藥醫學產生興趣呢？ 

A 屠呦呦在 16 歲時得過心臟病 

B 屠呦呦在 16 歲時得過肺結核病 

C 屠呦呦在 16 歲時得過癌症 

 

3）屠呦呦透過研究哪一種草藥致成功對抗抗藥性惡性瘧疾？ 

A 青蒿素 

B 乙醚 

C 乙醇 

 

4）屠呦呦日以繼夜地研究，最終在第幾次的實驗中得到成功？ 

A 101 

B 161 

C 191 

 

5）屠呦呦榮獲許多殊榮，例如美國拉斯克醫學獎、生理學或醫學諾貝爾獎、首名獲國家最高

科學技術奬的女科學家，赤道幾內亞國際生命科學研究獎等。但她並沒有感到驕傲，而是

說： 

A 「成績是屬於科研團隊中的每一個人。」 

B 「屬於中國科學家群體的。」 

C 以上皆正確 

 

延伸思考： 
1. 屠呦呦不把握機會成為醫生或修讀主流的藥學系，而選擇冷門之路？她的選擇對你有

什麼啟發？ 

(同學可以自由作答。) 

 

2. 屠呦呦成功為人類醫藥界帶來重大的突破，受到不同程度的吹捧，但是在她成功後如

何保持謙卑？ 

她很清楚，青蒿素的成功，是很多研究員共同努力的成果，背後很多無名英雄都應該

被稱許。所以每次訪問，她都一一提及科研團隊中的每一個人，說奬項是屬於中國科

學家群體的，非她個人的。 

 

3. 有人說「面對失敗還容易，面對成功卻更難。」你同意嗎?是用 50 字以上談談你的看

法。 

(同學可以自由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