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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加科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俩证明“隐身人”有质量
201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两名获奖者分别是 56 岁的日本

东京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所长梶田隆章和 72 岁的加拿大金

斯顿女王大学教授阿瑟·麦克唐纳。两人将平分 800 万瑞典

克朗（约合92万美元）奖金。

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梶田隆章在千

禧年之交介绍了中微子在从宇宙到达日本神冈探测器的途

中，其特征会出现两种转变，而麦克唐纳同时证明了太阳中微

子在到达地球途中会相互转变种类。根据量子物理学理论，

中微子只有具有质量才能发生特征转变。

“两名获奖者的研究对证明中微子特征转变的实验作出

了关键性贡献，这种物理性变态的实现需要中微子具有质量

……”声明说，“这对粒子物理学以及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来说

堪称开创性（的发现）。”

中微子是宇宙中的最基本粒子之一，以接近光速运动。

它不带电，可自由穿过地球，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十分微

弱，被称为宇宙间的“隐身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微子都

被认为不具质量。

按照评审委员会的说法，梶田隆章和麦克唐纳的发现对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所开创的标准模型

理论而言是一个挑战。

“（梶田隆章和麦克唐纳的）实验揭示出经典模型理论第一

个明显的裂缝，”评审委员会说，“显而易见的是，标准模型理论

不可能成为描述宇宙基本构成物如何运作的一套完全理论。”

目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不断探索中微子的奥

秘。“发现它们最深处的秘密有望改变我们现阶段对宇宙历

史、结构及其未来命运的认知。”评审委员会说。

三人分享诺贝尔化学奖
诺贝尔化学奖，你看懂了吗？

瑞典皇家科学院 7 日宣布，将 2015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

瑞典科学家托马斯·林达尔、美国科学家保罗·莫德里克和拥

有美国、土耳其国籍的科学家阿齐兹·桑贾尔，以表彰他们在

基因修复机理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

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将由这三位获奖者分享。

该奖评选委员会当天发表的声明说，获奖者的研究成果

在分子水平上描绘细胞如何修复基因并维护遗传信息，为科

学界提供了关于活细胞功能的基本知识，其中的一些发现可

被运用到抗癌新疗法研发方面。

你看懂了吗？基因修复。这有啥重要的？难道以后用来

开发“长生不老药”？

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在分子水平上描绘了细胞如何修复基

因并维护遗传信息，评选委员会说，这为科学界提供了关于活

细胞功能的基本知识，其中的一些发现可被运用到抗癌新疗

法研发方面。

似乎，这里还真是多少和性命以及生命有关啊。

但是不是感觉还是不太明白？

上世纪70年代，科学界曾认为基因是非常稳定的分子，但

林达尔推断若基因果真如此稳定，则基因的自然衰变速度就不

足以支撑地球生命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林达尔最终发现

了能不断抵消基因衰变的“碱基切除修复”这一分子机理。

桑贾尔则通过研究绘制出核苷酸切除修复机制，并揭示

细胞如何运用这一机制来修复紫外线对基因造成的损害。莫

德里克则发现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细胞如何纠正基因复制

时的偶发错误。

林达尔在现场电话连线时说，自己最初投身于这一研究是

因为知道细胞中的基因破损不可避免，必须对其进行修复，因

此基因修复领域的研究很重要。他表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有望为广大癌症患者带来福音，为抗癌治疗带来更多希望。

诺奖得主屠呦呦：
试服药物得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
试服药物得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出生于 1930 年 12 月 30 日，药学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

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 年聘为硕士生导

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

屠呦呦 1951 年至 1955 年在北京大学医学

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就读。在大学4年期间，

屠呦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专业课程

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

着极大的兴趣。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

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

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源于

《诗经》。据考证，诗句中的“蒿”即为青蒿。为她

命名的父亲，未曾想到女儿会与那株小草结下不

解之缘。

对于获得诺奖一事，屠呦呦表示，“没有特别的

感觉，有一些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她解释，“因

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

誉，大家一起研究了几十年，能够获奖不意外。”

据悉，目前 85 岁的屠呦呦依旧在一线从事

研究工作。

曾在 1983 年至 1993 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所长的姜廷良，最感佩的是屠呦呦和

她的团队的执著、奉献精神。

姜廷良清楚地记得，在做青蒿素动物实验

时，曾发现有一过性转氨酶升高等现象。屠呦呦

和她的两位同事不顾个人健康，决定亲自试服。

亲身证实了药物安全，然后才投入临床给病人服

用。当时的科研条件简陋环境差，盛放乙醚浸泡

青蒿的大缸，时时发出刺鼻的气味……后来，屠

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她团队中的钟裕容，肺部

发现肿块，切除了部分气管和肺叶；另一位研究

人员崔淑莲很早就过世了。

发现青蒿素的那一幕，屠呦呦记忆犹新：“太

高兴了！面对这个每年几亿人发病、造成大量死

亡、几乎无药可治的可怕疾病，全世界都在寻求

解决之道。我们到底把问题解决了，千千万万人

的生命得以挽救，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青蒿

素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发明成果，而且是从中医药

里集成发掘的，是中医药造福人类的体现。我们

备感自豪。”

2015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斯
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
揭晓：中国药学家屠呦
呦成为了首位获得诺奖
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
此外，爱尔兰医学研究
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
者大村智也一并荣获该
奖项。85岁的屠呦呦，
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
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
素，每年就能拯救10万
人的生命。

对于获得诺奖一
事，屠呦呦表示，“没有
特别的感觉，有一些意
外，但也不是很意外。”

青蒿素：
一株神奇小草造福世界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

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

界的一个荣誉。”——5 日晚，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

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获奖感言。

从神奇的小草中提取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

对恶性疟疾、脑疟有着强大的治疗效果、挽救了全球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神奇物质，被饱

受疟疾之苦的非洲民众称为“东方神药”。

二战结束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

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难以控

制。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

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临危

受命，就任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设施简陋，

信息渠道不畅，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

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

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在收集 2000 余方药的基础

上，编写了 640 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对

其中的 200 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工作难度比

想象中大很多，屠呦呦筛选出的样本并不尽如人

意：“曾经出现过 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

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

屠呦呦只好再一次在经典医籍中细细翻找，突

然，东晋道教学者、著名医药学家葛洪所著的《肘后

备急方》中的几句话牢牢抓住她的目光：“青蒿一握，

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语惊醒梦中人，屠

呦呦马上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常用的“水煎”法上，

因为高温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她随即另辟蹊

径，采用低沸点溶剂进行实验。

成功，在 190 次失败之后。1971 年，屠呦呦课

题 组 发 现 了 抗 疟 效 果 为 100% 的 青 蒿 提 取 物 。

1972年，该成果得到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

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青蒿素及其

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

虫，对脑疟等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作为“中国神药”，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

显示了奇效，每年就能拯救 10 万人的生命。2004

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

疟疾的首选药物。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获诺奖
也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最高奖
还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世界最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