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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天然药物研发的经典 

 

讲授课程：天然药物化学 

讲授章节：第 11章 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 

授课对象：药学院药学、药剂学、药物分析专业本科生 

使用教材：《天然药物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7版） 

切入点： 青蒿素是天然药物研发的经典，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

而获得 2015 年诺贝尔奖，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从传统医药学出发开发

的药物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青蒿素也是我

国第一个得到 WHO 承认、走向世界的药物。在介绍青蒿素的研发历

程与屠呦呦的科研事迹后，引出课程思政元素，使学生获得思想上的

指引与激励。  

讲授目的及效果：通过介绍青蒿素发现、研究、开发的经典案例，

使学生了解天然药物研发的整体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天然药物

研发的专业知识，拓展科研思维、开阔学术视野，增强爱国精神、传

承精神、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提高专业课学习动力。 

案例内容： 

1. 继承传统，不忘初心 

疟疾是人类历史上的杀人最多的疾病，寻找抗疟药物也是天然药

物研发的重要课题，早在 1940 年代，中国天然药物化学前辈张昌绍、

赵承嘏等人就对中药常山中的抗疟化学成分进行过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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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屠呦呦接受任务加入了“523 协作组”，她从传统中医药

典籍中寻求突破，结集出一册《抗疟单验方集》，从中又筛选出包括

青蒿在内的 640 种中草药抗疟方药集，最后受《肘后备急方》“青蒿

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的启发，将焦

点锁定在青蒿。经过反复试验，1972 年成功从黄花蒿的乙醚低温提

取物中分离出有效成分青蒿素。 

我国在天然抗疟药物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与良好的传

承，传统“中医药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2. 团队合作，学科交叉 

青蒿素的研发是团队合作的成果，除屠呦呦外，李国桥、罗泽渊、

魏振兴、李英、周维善、刘旭等也都做出了贡献，涉及提取分离、结

构鉴定、有机合成、药理活性等多个领域。 

天然药物研发需要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应当培养广阔的学术视

野，注重学科交叉与合作。 

3. 长期探索，十年磨剑 

青蒿素研发历经十余年，筛选了数万种化合物与中草药，仅屠呦

呦对黄花蒿乙醚提取物进行活性筛选时，就经历了 190 次失败，最终

在 191 号提取物中发现了青蒿素。此后，青蒿素结构鉴定的工作，也

经过了 6 年时间。 

天然药物研发需要漫长的研究与大量的工作，不仅需要十年磨一

剑的耐心，更需要屡败屡战的韧性坚持。 

4. 忘我工作，甘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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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蒿素研发过程中，屠呦呦曾把年仅两岁的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全身心投入工作。屠呦呦团队多名成员由于长期接触乙醚试剂，健康

受到了重大的损害。屠呦呦、李国桥、岳凤先等人曾经亲身试药来验

证青蒿素的效果。 

老一辈科学家忘我工作、奉献牺牲的精神，正是他们科研精神与

家国情怀的所在，值得后世学子永远铭记。 

5. 继往开来，明德弘药  

传统医药学是开发新药物的源泉。从传统中药中开发的青蒿素是

一个全新的具有自然界罕见的“过氧桥”的倍半萜内酯，打破了传统上

认为抗疟药必须含有“氮原子”的认识。“过氧桥”也成为开发新一代抗

疟药的一个重要活性基团。 

青蒿素是我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一个礼物：一株小草改

变了世界，解除了全球数以亿计儿童的痛苦。 

6. 医大渊源，与有荣焉 

我校药学院 1980 级学生、先正达集团首席科学家顾玉诚博士，

是屠呦呦先生的研究生，作为河北医科大学杰出毕业生的优秀代表，

为大家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申报教师：史清文  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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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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