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取青蒿素的奥秘-----“绞”汁与煎熬

法有什么不同？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的疟疾，主要是

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在相对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疟疾感

染率非常高。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前，全世界每年约有 4 亿人次

感染疟疾，至少有 100 万人死于此病。

1969 年，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

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

并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但一开始屠呦呦这个组长只是光杆司令，

除了她项目组根本没有组员，项目基础也是一穷二白。在那么艰

苦的环境下，屠呦呦攻坚克难，成功通过中西医结合提取青蒿素

并广泛用于治疗疟疾，最终于 2015 年获得诺贝尔奖。

屠呦呦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在研发的关键时刻是古籍文

献给予其灵感。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

《五十二病方》，但真正给予屠呦呦灵感的却是东晋葛洪的《肘

后备急方》。那么，提取青蒿素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药中大量的药物，采用的都是煎熬法。煎熬法，

又称煎煮法，指的是将药材加水高温煎煮取汁的方法。传统的手

工煎药方式（见图一）是使用药罐在开放状态下进行小锅单剂自

煎，费时、费力，且煎药质量和保存也是问题。煎药机（见图二）

的诞生进一步推动中药的发展，近年来各医疗机构和药店常用的



方法，效率较高，并可多剂药一次性煎煮，按不同规格真空无菌

包装（见图三），不易霉变，操作较方便，工作效率较高。

可东晋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却用了“绞”这个方法：“青

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见图四）。所谓“绞汁”

指的是用锤物将其先捣碎后，再进行搅拌且绞出其汁液（见图五），

比煎熬法要费劲得多。当屠呦呦看到这个“绞”字时，不觉眼前

一亮。因为她很清楚“绞汁“和煎熬法是不同的。东晋葛洪用了

“绞”的方法，难倒是因为在高温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得到了破

坏？她突然意识到也许正是实验室加热高温破坏了青蒿里的有

效成分，才导致提取到的青蒿素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较低且极不稳

定。就这样，屠呦呦掌握了打开青蒿素奥秘之门的钥匙。

图一：使用药罐煎煮药剂的传统手工煎药方式



图二：通过煎药机煎煮熬制中药汤剂

图三：真空无菌包装后的中药汤剂



图四：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关于“绞汁”的原文片段

图五：手工绞取药汁的方法



于是，屠呦呦重新设计了研究方案：改用低温进行提取青蒿，

温度控制在 60℃以下，分别用不同温度的水、乙醇、乙醚等，

对青蒿的茎秆和叶子进行分开溶解和提取。屠呦呦带着助手买回

酱缸（见图六）泡青蒿，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在经过

190 次失败后，最终利用沸点只有 34.6℃的乙醚提取到对疟原虫

抑制率达 100%的青蒿素。

图六：酱缸泡中药

任何科学的创新，看似是一种机遇，其实都来自于非凡的洞

察力，和自身顽强的信念和不懈的坚持。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也

一样，一定要认真仔细。屠呦呦正是因为不放过一个细节，一个

“绞”字让她破解了提取青蒿素的奥秘，从而解决了抗疟治疗失

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张丽英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