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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屠呦呦获得“共和国勋章”一样，顾方舟获得“人民科学家”国
家荣誉称号也一点不意外。这两位宁波人，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
贡献，的确是非同小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可惜的是，顾方舟先生不幸在今年1月2日溘然长逝。这位被
称为“糖丸爷爷”的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为实现我国全面消灭
脊髓灰质炎并长期维持无脊灰状态而奉献了一生。

在《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书中，顾方舟将自己的人生概括
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他研制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国
于2000年实现了无脊灰状态。这意味着千百万儿童远离了小儿麻
痹症。

该书作者范瑞婷还记得，顾方舟在访谈中曾对她讲，此生他为
国家做了一点事，找了个好老伴，“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小记

有一种天才，随便努力一下就获得了
奥斯卡。

显然，屠呦呦不是这一种天才。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正如她的名字

来源，屠呦呦的天才是大地原野的厚积薄
发，是一生努力不懈奋发的自然回报。或
许是一种天意，也正是她的名字来源，她的
一生中的事业，也与青蒿素结了缘。

时间推到5年前，2015年10月，她获

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
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
患者的死亡率。自此，世界记住了她的名
字。

屠呦呦，宁波人，她是我们宁波人的骄
傲。如今，她又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荣誉，
应该是实至名归，一点也不意外。

对于这样一种天才，我们在敬仰的同
时，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佩服。

说来你不会相信，在获诺奖之前，屠呦
呦的名声一点也不在外。这么多年来，她
似乎习惯了那种寂然无声的科学研究生
涯。显然，这种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今天的屠呦呦，虽然荣誉等身，虽然已
89高龄，但依然默默地站在科学研究的第
一线。科学研究，要耐得住寂寞。显然，屠
呦呦做到了。也正因为做到了，她才有今
天的成就，才有如此伟大的贡献。

在获诺奖之后的第二年，青蒿素治疗
新适应症——红斑狼疮开展临床试验的审
批有了巨大进展。

就在今年6月，屠呦呦与她的团队成
员在“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上获得了新突
破，并提出了合理应对方案，获得世界卫生
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按照常理，屠呦呦厚积薄发，功成名
就，可以躺在功劳簿里安享晚年了。但她，
一点也不。

有一次，她接受采访时说，荣誉越多，
责任越大。科学要实事求是，目前青蒿素
抗疟的疗效比较客观，但青蒿素抗疟的药
物深层机理还要继续研究，“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这是何等的科学精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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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英国BBC新闻网新版块
“偶像（ICON）”栏目发起“20世纪最伟大
人物”评选。在公布的“科学家篇”名单中，
屠呦呦成功进入候选人名单。

和她一起入围的，还有物理学家居里
夫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以及数学家艾伦·
图灵。

值得注意的是，屠呦呦是科学家领域
唯一在世的候选人，也是所有28位候选人
中唯一的中国人。

对此，BBC评论道：“屠呦呦是一位
中国药学家。她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
的抗疟药。在其研究过程中，屠呦呦受古
籍启发，公元400年的东晋就已开始利用
青蒿应对疟疾。在此基础上，屠呦呦发现
并提炼出了青蒿素，并自愿以身试药。现
如今全世界约一半人口处于罹患疟疾的
风险之中，屠呦呦的研究成果不能被低

估。”
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

物被筛选锁定——这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一步。对于青蒿素的发现研制，屠呦呦有
过较为详细的揭秘：“当我代表‘523’研究
团队捧回中国内地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我心里就是这样念着，这是中国的
科技工作者为祖国捧回的一件礼物，更是
沉淀着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为全人类奉献
的一件礼物。”

“可能有很多人因为诺奖而记住了我，
却没有机会深入了解‘523’研究团队，这
是由几十个单位的500余位专家组成的疟
疾防治药物研究团队。试想，没有祖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举国体制，又怎么能组织这么多的专家，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青蒿素并取得药物研
发成功呢？”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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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科学家”顾方舟小记
1 1

走在街上，你不会察觉到屠呦呦身上
的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力量。在人海中，她
就是一位普通又可爱的邻居老太，她不会
做饭做菜，家务活全由她的先生李廷钊包
了去。李廷钊是她在效实中学的同学。

她爱吃宁波菜，而李廷钊做得一手漂
亮的宁波菜。他们育有两个女儿，也都事
业有成。

开明街26号，一幢如今已经修缮一新
的老房子，是屠呦呦的舅舅、经济学家姚
庆三的旧居，简称姚宅。这里就是屠呦呦
儿时居住成长的地方。

如今，这座见证了屠呦呦在宁波成长

的老房子，已经挂上了屠呦呦故居的牌
子，并入选了我市首批历史建筑。

屠呦呦的父母两家，均是宁波的名门
望族。1930年12月，屠呦呦出生。1951
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在医学院药学系生
药专业学习。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
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曾接受
中医培训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
院（2005 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
作。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
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
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
师、药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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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方舟与故乡宁波的交集并不是很多。1998年6月6日，宁波
大学医学院宣告成立的时候，顾方舟曾来宁波现场指导，并担任了
医学院的顾问，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宁波。早年丧父，母亲为了养
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学习助产，后来又拖家带口移居天津，挂牌营业
成为助产士。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面对当时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状况，顾方舟毅然舍弃了待遇

高、受尊重的外科医生职业，选择了当时基础条件差、生活艰苦的苦
差事公共卫生专业。

“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这
是顾方舟上学时就立下的志向。此后他用一生来践行这一理想信
念，为几代中国人带来健康，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这样评价顾方舟。

顾方舟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此后多年，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
项项成果背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在脊髓灰质炎疫苗之外，顾方舟还致力于推动中国将乙型
肝炎疫苗纳入儿童免疫接种的国家计划，并为实现中国乙型肝炎防
治目标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期间，顾方
舟大力推进了院校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协和医学院关于抗癌有
效成分的研究、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施等四项研究成果，都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人说，顾方舟是比院士还“院士”的科学家，而他却谦逊地说：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记者 徐碧海 综述

正是由顾方舟主持研制的糖丸疫苗的推广，让“脊灰”的年平均
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 1993年的十万分之
0.046，使无数儿童免于致残。

2000年，时年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
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世卫组织宣布中
国为无脊灰状态。

他说，他这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消灭我国脊髓灰质炎，但
在业内看来，顾方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介绍，我国乙型肝炎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
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疫苗特别是婴幼儿疫苗的使用。而顾方舟
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顾方舟与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结缘，始于1955年全国多地暴
发“脊髓灰质炎”疫情。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在国内俗称“小儿麻
痹症”。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
工作。次年，顾方舟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之后又成功研
制了“液体”、“糖丸”两种活疫苗，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

此外，他还提出了采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的建议，以及适
合于我国地域条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从1957年到2000年，从无疫苗可用到消灭脊髓灰质炎，顾方
舟一路艰辛跋涉整整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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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主席令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