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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骆国骏、周宁、
王君璐、盖博铭)屠呦呦团队放“大招”了！针对
近年来青蒿素在全球部分地区出现的“抗药性”难
题，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
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
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
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
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
取得新进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
的高度认可。

深入研究抗疟机理

攻坚“青蒿素抗药性”难题

自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以来，青蒿素衍生物一直
作为最有效、无并发症的疟疾联合用药。然而，世
卫组织最新发布的《 2018 年世界疟疾报告》显
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疟疾仍是世界上
最主要的致死病因之一，“在 2020 年前疟疾感染
率和死亡率下降 40% ”的阶段性目标将难以实
现。究其原因，除对疟疾防治经费支持力度和核心
干预措施覆盖不足等因素外，疟原虫对青蒿素类抗
疟药物产生抗药性是当前全球抗疟面临的最大技术
挑战。

世卫组织和东南亚国家的多项研究表明，在柬
埔寨、泰国、缅甸、越南等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
对疟疾感染者采用青蒿素联合疗法(“青蒿素药
物”联合“其他抗疟配方药”疗法)的三天周期治
疗过程中，疟原虫清除速度出现缓慢迹象，并产生
对青蒿素的抗药性。

“青蒿素联合疗法是目前世卫组织大力推广的
一线抗疟疗法，是当前全球抗疟的最重要武器。一旦
疟原虫普遍对其产生抗药性，后果将十分严重，全世
界科学家都非常担心‘青蒿素抗药性’进一步恶化。”

屠呦呦认为，要想破解“青蒿素抗药性”难
题，就必须搞清楚青蒿素的作用机理。屠呦呦团队
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
刚说，青蒿素在人体内半衰期(药物在生物体内浓
度下降一半所需时间)很短，仅 1 至 2 小时，而临
床推荐采用的青蒿素联合疗法疗程为三天，青蒿素
真正高效的杀虫窗口只有有限的 4 至 8 小时。而现
有的耐药虫株充分利用青蒿素半衰期短的特性，改
变生活周期或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以规避敏感杀虫
期。同时，疟原虫对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
“抗疟配方药”也可产生明显的抗药性，使青蒿素
联合疗法出现“失效”。

经过三年多科研攻坚，屠呦呦团队在“抗疟机
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
终获新突破，提出新的治疗应对方案：一是适当延
长用药时间，由三天疗法增至五天或七天疗法；二
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
物，疗效立竿见影。

国际顶级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近期刊载了屠呦呦团队该项重大研究成
果和“青蒿素抗药性”治疗应对方案，引发业内关
注。

屠呦呦认为，解决“青蒿素抗药性”难题意义
重大：一是坚定了全球青蒿素研发方向，即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青蒿素依然是人类抗疟首选高效
药物；二是因青蒿素抗疟药价格低廉，每个疗程仅
需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
群，更有助于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

“全球疟疾防控与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行动倡议主旨高度一致。”世卫组织全
球疟疾项目主任佩德罗·阿隆索说，“截至目前，
青蒿素联合疗法治愈的疟疾病患已达数十亿例。屠
呦呦团队开展的抗疟科研工作具有卓越性，贡献不

可估量。”

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

一期临床试验结果谨慎乐观

记者了解到，在“青蒿素抗药性”研究获新
突破的同时，屠呦呦团队还发现，双氢青蒿素对
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张
伯礼称，传统治疗红斑狼疮只能使用免疫制剂保
守治疗，难以根治且存在继发感染等风险。

根据屠呦呦团队前期临床观察，青蒿素对盘
状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有效率分别
超 90% 、 80% 。佩德罗·阿隆索肯定了这种可
能，同时他也认为，必须进一步根据国际标准，
经周密设计和严格实施的临床试验才能得出最终
结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显示，由屠呦呦团队所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提交的“双氢青蒿素片剂治疗系统性红斑
狼疮、盘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适应症临床试验”
申请已获批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负责
单位开展临床试验。

昆药集团医学经理薛乔介绍，在屠呦呦团队
的指导下，该临床试验一期于 2018 年 5 月正式
启动，设计样本共 120 例，由北京协和医院、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全国 15 家牵头单
位共同参与开展。

“报名参加该临床试验的中外患者约 500
人，经过‘疾病活动性评分’等多流程严格筛
选，首批志愿患者已入组开展试验。”薛乔透
露，“从目前情况看，志愿患者没有发生非预期
不良事件。”

屠呦呦说：“青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存在有
效性趋势，我们对试验成功持谨慎的乐观。”

记者了解到，临床试验一般共三期，二、三
期试验样本量更大，至少还需 7 到 8 年。若试验
顺利，预计新双氢青蒿素片剂或最快于 2026 年
前后获批上市。

青蒿素等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有

望首次纳入《牛津医学教科书》

记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悉，由屠呦呦团队
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等专家撰写
的青蒿素等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有望首次纳入
即将再版的国际权威医学教科书《牛津医学教科
书(第六版)》。业界认为，这将成为中医文化
“走出去”的重要实践成果。

据廖福龙介绍，题为“传统医药的典范——— 中
医药”的章节已完成定稿，分为“什么是传统医药”
“青蒿素等中药发现史、作用机理和临床应用”“中
医药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和“传统医药便廉可及”
四大部分。今年 4 月，该书出版方牛津大学出版社
已启动校对工作，将于今年下半年再版。

《牛津医学教科书》主编考克斯教授说，对
传统中医药论著即将纳入该教科书感到高兴。他
说：“中医药章节既重要又具深度。这一切都是
中国科学家杰出努力的结果。”

佩德罗·阿隆索等权威专家认为，屠呦呦团
队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让中医疗法不仅在中国广泛应用，而且因有效
治疗而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希望中国科学
家在青蒿素研究的国际舞台上继续发出更多声
音。

“青蒿素”治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屠呦呦团队放“大招”，“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合肥 6 月 16 日电(记者周畅)近期，合
肥工业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一种新型超小纳米
铼制剂，具有优良的可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实
现了肿瘤的安全有效诊断和治疗。相关成果发表
于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化学科学》，并被推荐
为当期封面文章。

据介绍，由于具有等离子体共振效应，纳米
金等贵金属纳米材料在肿瘤的诊断和治疗领域展
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然而，目前贵金属纳米材
料不易生物降解，存在长期滞留在体内的风险，
阻碍了其进一步的临床转化。

研究发现，因高度稳定性而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材料中的铼合金，在制备为纳米材料时
具有较好的可降解性。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
物工程学院查正宝教授课题组和化学与化工学
院陆杨教授研究团队合作，采用简单的一步液
相还原法，成功制备了直径约为 2 纳米的超小
纳米铼团簇。该纳米铼具有显著的 X 射线衰减
和近红外吸收特性，可分别用于肿瘤的 CT 诊
断和光热治疗。

实验结果表明，这一新型材料的 X 线吸收
系数优于商品化的 CT 造影剂碘普罗胺。在向

肿瘤部位注射该材料后，单次激光照射肿瘤区
域 10 分钟即可实现实体肿瘤的完全热消融， 16
天内未见复发。同时，纳米铼材料可在过氧化
氢作用下转化为几乎无毒的高铼酸根离子，通
过肾脏顺利排出体外，保证了肿瘤诊疗的安全
性。

“安全可降解的纳米铼适用于多种实
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有望取代广泛应用
的纳米金成为新一代肿瘤诊疗制剂，具有
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论文第一作者缪
昭华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口服的药物为
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这可能是
因为它们在发挥功能前就被肠道里的细菌
“吃掉”了。美国研究人员新近报告说，
他们首次发现了人体肠道微生物分解药物
的证据。

美国哈佛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该
校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等机构研究
人员发现，一种名为粪肠球菌的细菌能高效
分解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左旋多巴 ( L -
dopa)，使其无法到达脑部发挥作用。

按照设计思路，左旋多巴被服用后应该
到达脑部，转化成多巴胺，以缓解帕金森病
的症状。但该药物实际到达脑部的比例很
低，且疗效在不同患者身上差异巨大，有时
还会产生严重副作用。为了防止药物在到达
大脑之前就被代谢掉，现有帕金森疗法又加
入了另一种药物卡比多巴(carbidopa)来帮助
抑制这种代谢，使到达脑部的左旋多巴比例
升高。

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肠道细菌对左旋多巴的代谢，可能是导
致上述现象的一个因素，而他们的新研究锁
定了这种肠道细菌的类别。

研究人员通过基因分析发现，有几种肠
道细菌的基因可以编码能与左旋多巴相结合
的酶，在该药物到达大脑前就把它转化成多
巴胺，但其中只有粪肠球菌每次都能将左旋
多巴完全代谢掉。而卡比多巴起作用的机制
就是阻止粪肠球菌编码的酶将左旋多巴代谢
掉，但并不杀死粪肠球菌本身。

研究还发现，接下来另一种叫作迟缓埃
格特菌的细菌会把转化的多巴胺代谢掉，由
此产生另一种叫作间酪氨酸(meta-tyramine)
的副产品，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化合物可能是
导致左旋多巴出现副作用的原因之一。

这一新发现意味着在治疗帕金森病时，
不仅要考虑人体自身对药物的代谢，还必须
重视肠道细菌的影响。这一研究也解释了为
什么相同药物在不同的人身上疗效有较大差
异，理解这些机制可能会对改进现有药物提
供思路。

我国学者研制出可降解的新型肿瘤诊疗制剂

“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青蒿素依然是人
类抗疟首选高效药物。”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
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
呦呦近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独家专访时披露，她
与团队成员经过多年攻
坚，在“青蒿素抗药性”

等研究上获得新突破，
并提出合理应对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的《2018 年世界疟疾报
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
进展陷入停滞。多项研
究表明，在大湄公河次
区域等地区，出现不同
程度的青蒿素抗药现
象。

“适当延长用药时
间，或者更换青蒿素联
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
的辅助药物，所谓的‘青
蒿素抗药性’问题就能
得到解决。”屠呦呦告诉
记者，经过三年多科研
攻坚，其团队在“抗疟机
理研究”“抗药性成因”
“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
取得新突破，就“青蒿素

抗药性”提出合理治疗应对方案。

过去 20 余年间，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
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
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
疗患者上亿人。

“青蒿素抗疟药价格低廉，每个疗程仅需几美
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

屠呦呦说，“聚焦研发廉价青蒿素抗疟药有助于实
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

在攻坚“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同时，屠呦呦
团队还研究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疗高变异性红
斑狼疮效果独特，目前已开展一期临床试验。“青
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存在有效性趋势，我们对试
验成功持谨慎的乐观。”屠呦呦说，“希望青蒿素能
够发挥更大作用，造福全人类。”

与此同时，由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
学院研究员廖福龙等专家撰写的青蒿素等传统
中医药科研论著，有望首次纳入即将再版的国际
权威医学教科书《牛津医学教科书(第六版)》。业
界认为，这将成为中医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实践
成果。

“中医药不是中国人的独享，应该在‘健康丝
绸之路’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给全人类健康提供
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屠呦呦指出，青
蒿素的成功说明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有机结
合、优势互补，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
作用。

谈到对年轻人的期许，屠呦呦鼓励年轻科
研工作者不忘初心，耐得住寂寞，多做原始创
新，切忌学术浮躁。

耄耋之年的屠呦呦，仍坚持在科研一线，
虽备受病痛困扰，仍心怀济世之志。“作为一
名医药科技工作者，就是要为全人类健康服
务。”屠呦呦说。 (记者周宁、王君璐)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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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药用了没疗效？或被细菌先“吃”了

新华社天津电(张建新、吴军辉)国际著名学
术刊物《德国应用化学》近日刊文报道了南开大
学一项“抗癌干细胞药物化学”研究的最新突
破。该校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药学
院陈悦教授团队首次实现了抗癌天然产物防风草
内酯骨架的高效化学合成，并实验确证了该类化
合物可选择性杀灭肝癌干细胞，具有药物开发潜
力。

癌症干细胞(CSC)是很多癌症复发和转移的根
源，靶向 CSC 有望给癌症治疗带来革命性突破。
因此，临床方面对靶向 CSC 的药物具有迫切需
求。然而，研究人员发现，抗 CSC 的化合物很难
找到，相关的天然产物也极少，且大多成药性
差。

防风草是我国南方常见的一种一至二年生直
立草本植物。早在清代《生草药性备要》一书中

就有记载其药用价值。防风草内酯是防风草的
重要活性组分。近年来，多篇研究论文报道防
风草内酯对多种癌症干细胞有选择性杀灭效
果。

但是，自 1963 年防风草内酯分离以来，至
今未有其化学全合成研究报道，包括防风草内
酯、异防风草内酯、 4 ， 5-环氧防风草内酯、
防风草酸等天然产物的绝对立体构型也均未确
认。这些大大限制了防风草内酯的进一步药物
化学研究。

陈悦团队以绝对立体构型的防风草内酯作
为目标分子，完成了防风草内酯对映异构体和
异防风草内酯的首次全合成，合成路线高效简
洁，合成规模可达克级。通过全合成也进一步
确认和修正了包括防风草内酯、异防风草内
酯、 4 ， 5-环氧防风草内酯的绝对立体构型。

团队获得的足够量的化合物为后续的抗肿瘤活
性研究和构效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通过防风草内酯衍生物的合成，陈悦教授
团队初步揭示了防风草内酯骨架的构效关系，

并通过实验确证了防风草内酯能够杀灭肝癌干
细胞。

团队研究人员王良博士介绍，实验确证，
针对测试对象——— HepG2 肝癌细胞，低浓度
异防风草内酯能够降低其干细胞含量；在同等
浓度下，异防风草内酯比防风草内酯有更好降
低肿瘤微球形成的能力，两者均比抗癌症干细
胞候选药物 ACT001 有更好的抑制活性。

“因此，可以说‘防风草骨架’具有进一
步药物开发的潜力。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一
款抗肝癌药物，虽然目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开
头，但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王良说。

南开大学团队实验确证防风草内酯能够杀灭肝癌干细胞

防风草有可能开发出“抗肝癌药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谷歌公司研究人员

开发出一种计算机新算法，能够依据一个人
的声音绘制面容。

研究人员利用视频共享网站 YouTube
涉及 10 万多人讲话的视频片段开发出上述
算法。这种算法能够查找出人们说话时相关
的面部特征，凭借听“一个人讲话的方式就
能推断出相貌”。

研究显示，这种程序依据声音重建的人
物面容接近说话者本人长相，能准确捕捉年
龄、性别和种族特征，还能显现包括鼻子形
状在内的面部特征。研究人员说，鼻子形状
可能对发声有影响。

生理和文化因素对人说话的声音同样有
影响。凭借其中关联，人工智能能够听声音
绘制说话者的相貌。这解释了为什么与从来
没有谋面的人打电话时，人们脑海中可能会
形成关于对方长相的图像。

研究报告由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发
布。研究人员说，这项技术或许可以应用于
为来电者配图等。一些分析师认为，它或有
助警方借助录音绘制嫌疑人容貌。英国《泰
晤士报》 17 日以谷歌公司为消息源报道，
它的应用将沿用谷歌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相
关原则，即有益社会且避免产生或强化偏
见。 (袁原 新华社特稿)

计算机算法能听“音”绘制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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