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5 日是
世界防治疟疾日，
主题是“利用创新
减少疟疾疾病负
担，拯救生命”。
今年也是屠呦呦
和她的团队发现
青蒿素 50 周年。
自问世以来，青蒿
素已陆续挽救了
全世界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数百万
疟疾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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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疟疾？
疟疾是全球广泛关注的三大疾病之一，是由疟原虫引起的一

种传染病。目前非洲、东南亚、中南美洲的多数国家和地区是疟
疾的高流行地区。那么，什么是疟疾？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疟疾是一种传染病，是感染了疟原虫的按蚊叮咬人后，传播
给人体，引起以周期性发冷、发热、出汗等症状和脾大、贫血等体
征为特点的虫媒寄生虫病。按照寄生疟原虫虫种不同，疟疾主要
分为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卵形疟及诺氏疟5种。

廖福龙表示，其中这个恶性疟那就更加严重，由于这个恶性
疟疟原虫体积比较大，它进入红细胞以后，这红细胞变得非常硬，
那么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脏器的微循环障碍，尤其重要器官，心脑、
肾、肝等等都会发生障碍，所以就有可能造成多脏器衰竭，最后夺
取病人的生命。 （央视）

观 天下 在追赶新闻的路上
传递着品牌的力量

A09 —12
2022年4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韩妙君 版式设计：徐文涛 校对：何远平

青蒿素发青蒿素发现现 周年周年
我国抗疟研究在继续我国抗疟研究在继续

青蒿素的研究还在继续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屠呦

呦团队对青蒿素的研究依然还在继续，目前在
青蒿素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廖福龙表示，药物进入了机体以
后，怎么跟疟原虫去斗争的。那么我们这个
队，王继刚研究员他发现了这个作用的机理
是多靶点的模式，就是这个疟原虫它吃了血
红素，血红素激活青蒿素，青蒿素又来杀死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青蒿素是一个很独特
的化学结构，它含有一个双氧结构，所以它就
带来了很多新的作用模式，也有其他方面的
作用，比如免疫调节方面，也有一些基础研究
证明它对结核分枝杆菌能够杀灭，这些以前

都没有发现过。
说起青蒿素不能不提到屠呦呦，1972年

屠呦呦课题组从青蒿抗疟有效部位中分离提
纯得到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1992年屠呦呦
负责的科研组经多年努力，得以创制出临床
药效高于青蒿素的抗疟新药双氢青蒿素。鉴
于在青蒿素发现中的原创性贡献，2015年 10
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
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
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
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我国抗疟成果世界瞩目
据世卫组织报告显示，2020年约有2.41

亿疟疾病例，有62.7万人死于疟疾。疟疾曾
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之一。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20世纪40年代每年报
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到如今完全消除疟疾，
长达数十年的抗疟之路，我国取得了令世界
瞩目的成绩。

据世卫组织记录，从20世纪50年代开
始，中国卫生部门致力于阻止疟疾传播。20
世纪70年代，中国科研团队发现了青蒿素，由
此诞生的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疗法已成为当今
最有效的首选抗疟治疗方案。20世纪80年
代，中国广泛推广驱虫蚊帐预防疟疾，使中国
部分地区的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到1990年
底，中国疟疾病例数已下降到11.7万；从2003
年开始，中国加强了人员配备、培训、药物使
用和蚊虫控制等，进一步减少了疟疾病例。
在连续4年报告本土病例为零后，2021年中国
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 （央视）

4 月 25 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
1972年，中国科研人员成功提取出青蒿素
并研发成药物治疗疟疾。时至今日，“中
国神药”青蒿素仍是全球抗疟利器，以青
蒿素类药物为主的联合疗法仍是当下治
疗疟疾的最有效手段。据世界卫生组织
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已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
者上亿人。

自世卫组织2000年把青蒿素类药物
作为抗疟首选药物推广全球以来，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受益于青蒿素联
合疗法，其中约150万人免于死亡。世卫
组织全球疟疾项目主任佩德罗·阿隆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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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疟的成功经验为推动完善全
球公共卫生体系、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经过70多
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从 20 世纪 40 年代
每年报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到零病例的
瞩目成绩，并在2021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
颁发的国家消除疟疾认证。中国探索总
结出的“1-3-7”工作模式也被正式写入
世卫组织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助力
全球消除疟疾的努力。 （新华社）

疟疾该如何防控？
被蚊子叮咬很多人都曾经历过，但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我国

已完全消除了疟疾。但如果途经疟疾高度流行区就一定要做好
防范，被蚊子叮咬后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专家介绍，经蚊虫叮咬传播是疟疾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当人被
携带有疟原虫的按蚊叮咬后，疟原虫进入体内后并非马上发病，而
是有潜伏期，大多数患者的潜伏期在7～25天。前往非洲、东南亚
等国家要做好个人防护，如出现发冷、发热等症状，应尽快就医。

“尤其是非洲，那么我们的朋友去过非洲的很多人都感染过，
这个情况是不容忽视的。怎么注意呢？在疟疾的潜伏期一定要
注意，一旦你觉得有点不大舒服，发冷，还有肌肉酸痛等，一定要
去检查了。这个检查其实不难，化验一下血，看看里头有没有疟
原虫，一旦有了你要及时治，这个非常重要。”廖福龙说。 （央视）

■评论

为全球抗疟
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近日，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国家医疗器
械监督抽检结果的通告（第1号）（2022年第
22号）显示，标示注册人（代理人）为山东新华
医 疗 器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规 格 型 号 为
SMart-R40plus的手术无影灯产品，中心照度
和总辐照度不符合规定。

通告显示，国家药监局对椎间融合器、半
导体激光治疗机等5个品种进行了产品质量
监督抽检，共12批（台）产品不符合标准规定，
含7台手术无影灯在内。

手术无影灯作为手术室的照明灯具，
相比普通光源，可以尽可能消除施手术治
疗者的头、手和器材对视线的影响，并能
助其较佳地观察切口和体腔中的情况；此
外，手术无影灯还须在长时间连续工作时
不释放出过多的热，避免超温使施术者不
适或对病患造成不良影响。上述新华医疗
产品，经抽查不符合规定的指标为中心照
度和总辐照度（照度是光照强度的简称，

指单位面积上所接受可见光的光通量，用
于指示光照的强弱和物体表面积被照明程
度的量）。

据悉，新华医疗成立于1943年，2002年9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华医疗2020
年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主营业务分为医疗
器械、制药装备、医疗服务和医疗商贸四大
业务板块。

国家药监局表示，对抽检中发现的不符
合标准规定产品，已要求企业所在地省级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和《医疗器
械召回管理办法》等要求，及时作出行政处理
决定并向社会公布。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要督促企业对抽检不符合标准规定的产品进
行风险评估，根据医疗器械缺陷的严重程度
确定召回级别，主动召回产品并公开召回信
息；督促企业尽快查明产品不合格原因，制定
整改措施并按期整改到位。 （中国经济网）

国家药监局抽检：

手术无影灯成不合格重灾区

手术无影灯。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