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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有很多种，他们或拥有精湛的医术，或具备高

尚的品德修养。然而还有两类人，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大医中

的大医。一类是发现一种机制，或研发一种药物或器械，让

更多人从中获益；一类是建立一个防病体系，让整个人群，

甚至世界人民获益。

譬如屠呦呦，她所发现的青蒿素直接使全球数十亿人免

受疟疾之苦，这是何等贡献？

为此，《医师报》正式启动“寻找·影响中国健康的力量”

活动。寻找那些为国人健康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寻找那些曾

经或正在影响国人健康的故事。正是这些人、这些事，构筑

着国人的健康防线，他们亦是影响中国健康的重要力量。

如果您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劳烦与我们联系，让我们

一起，寻找·中国健康影响力，并将这股力量发扬光大。

联系人：张雨

电    话：（010）58302828—6869

邮    箱：149442284@qq.com

诺贝尔奖该不该只给一个人？

屠呦呦以其对人类作出的突出贡献，时隔多年终被被载入诺奖史册，举国欢腾！这不仅是

个人的荣誉，更是国家的荣耀。屠呦呦摘得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桂冠，打破了中国本土难

获自然科学领域诺奖的质疑。然而，随着其获奖后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及旧闻的不断被翻出，她

的传奇更加值得反思。

屠呦呦获奖后，科学松鼠会

（海内外华语科学传播者组成的

科学传播非营利机构）发布的一

篇文章提到：2009 年，屠呦呦

出版了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

物》，但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

马上有人撰文批评她：未能充分

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

组其他成员的作用。

无 独 有 偶，2011 年， 屠 呦

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美国拉

斯克奖（被誉为“诺奖风向标”），

当时也曾引发过质疑：发现青

蒿素的功绩是否只属于屠呦呦

一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就此明确指

出，美国拉斯克奖评委会认为，

发现青蒿素是中国的一批科学家

在做，但屠呦呦的功绩是发现，

第一个将青蒿素带入到“523”

项目中，第一个提取出有 100%

活性的药物，第一个将其应用到

临床并被证实有效。这三个“第

一”是大家所公认的，功绩毋庸

置疑。

事实上，科学工作者对自己

在科学成果中占有分量的渴望，

正在深刻影响着创新性成果的产

生。以药品研发为例，中国工程

院院士秦伯益曾公开指出，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尚有自主研发的

原研药，然而几十年过去后，国

家投入大幅度增加，可有国际影

响的创新药品一个都没有。

原因何在？秦伯益曾以“五

同”来概括科研协作中的“怪现

状”：论证之初“同心同德”，

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

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

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

然而，客观评价一位科学家

在大协作中的贡献仍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当今，越来越重要的

科研成果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当

一篇发表文章有几十个作者的名

字时，要判断其中一个人的贡献，

这并不容易。同时，这也是整个

科学社区需要回答的问题。”美

国科学院院士史蒂夫·卡伊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

背景、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

屠呦呦却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取

出青蒿素处于“文革”时期，无

留学背景和博士学位有特定的时

代原因。无院士头衔却引发舆论

热议。

香港大学分子病毒学与分子

肿瘤学教授金冬雁曾公开表示，

中国院士选举在注重学术贡献的

基础上，也很注重学术贡献以外

的一些问题。

金冬雁认为：如何将焦点放

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

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

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

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

科主任支修益告诉了记者一个有

关院士的尴尬现象：如今，科研

人员一旦晋升了院士，随之而来

的一系列头衔便接踵而至。“在

医疗卫生领域，一个院士可能是

一家医院的院长、科主任。如果

一个院士还在为医院的发展、科

室的奖金所困扰，那么这样的院

士哪里还有精力去做其所在领域

的科研呢？”

对此，支修益直言：“呼吁

国家给院士松绑。”如今，院

士身上所承载的职务实在太多

了，一张名片正反面都不够印

的！那些本不该属于一名科技

工作者的头衔已成为院士不可

承受之重。反观国外，从事科

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很少拥有

多个职位。不少老外看到中国

科研人员的名片甚至诧异：“你

到底是做什么的？”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震动全

国，我们在感到自豪的同时还需

注意到，抗疟疾特效药青蒿素的

专利所有权并不是我国，这一点

未免让人有些唏嘘。中国是世界

上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可以治疗疟

疾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成功提取

高纯度青蒿素的国家，最终却未

能获得这项发明的所有权。

王忠告诉记者，不仅在中药

研发方面，很多方面都是如此。

包括青蒿素在内，当时的国人

鲜有专利、知识产权的意识，

在经过艰苦的研发成功后，中

国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

故此，专利保护是我们尤其需

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如何才能

更好地将我们的研究与产业结

合的更好。

对于这样一项对科学技术有

突出贡献又有巨大市场前景的技

术，本来应该在新的化合物（青

蒿素）、制备方法（乙醇提炼）

和用途（治疗疟疾）方面及时

申请多个专利，但研发单位无

一对青蒿素技术的知识产权进

行保护，中国失去了从应用广

泛的青蒿素药物市场中获得垄

断利益的机会。这与当时我国

专利制度的缺失和人们专利保

护意识薄弱具有直接关系，但

近年来已有明显改善，我国的专

利申报数量和质量已经大幅度的

提高了。王忠谈到。

早 在 今 年 3 月 26 日 ~5 月

14 日，《医师报》连续 4 期对

“诺贝尔奖”进行关注，探讨

中国何时才会出现自然科学界

的诺奖得主，分析中国在诺奖

路上的壁垒何在等问题。并在

第二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

会上，采访了杰克·绍斯塔克、

理查·罗伯茨、托马斯·苏德

霍夫等 5 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获得者。

杰克·绍斯塔克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曾表示：“一个真正

好的科学家应该具备很多素质，

其中之一当然是创造力，以及

能够开发有别于任何其他人方

向的科研能力。”

美 国 国 立 癌 症 研 究 所、

M.D. 安 德 森 癌 症 中 心 顾 问、

美 国 杜 克 大 学 肿 瘤 中 心 主 任

Herbert Kim Lyerly 教授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需要

建立“允许质疑、挑战权威”的

大环境。他本人当年作为一个年

轻的科学家，亲眼目睹了很多曾

经被盖棺定论为没有疗效而弃

之高阁的药物，后来经过发展却

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疗效。

相关的体制机制问题，几

乎永远是分析各项问题时的终

结点。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

长赵平谈到，以制药为例，一

个国营药厂的领导，按规定最

多在位 10 年，如果他倾其全力

去研发一种药物，胜负的比例

很可能是 1:9，那么他的失败将

使他面临灭顶之灾。万一研发

成功，那么他按期按时“退位”，

所有的功绩便和他没有一毛钱

的关系了。“这种机制下研发

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效药品，有多大的可能？”

科学大协作下 如何评价个人贡献？

学术成就应成为院士评选制度中的压倒性标准

专利保护意识必须觉醒

体制机制问题不可回避

影响中国健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