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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精神，我以后在任何学校、任何

环 中 不到了。

郑敏最早的一部作品集叫做《诗集：
1942—1947》，里面的很多诗，都酝酿于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
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给了她很多灵感。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

浓厚的，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卞之琳
先生⋯⋯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
大云集了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诗人，并
培养了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等新
生代。采访过程中，郑敏反复说，联大的

学生很自由，“如同野地里的花花草草一
样，肆意地生长着。”
从西南联大，郑敏走向了她的诗歌人

生。如今耄耋之年回望，那短短的4年，
竟是她人生最大的转折。从西南联大毕业
后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在各种波折、劫
难中踽踽独行，等到上世纪80年代以九叶
派诗人的身份回归时，郑敏已年过花甲，
还没怎么写，诗坛就又归于沉寂了。正如
她所说，西南联大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时
光，也是最遗憾的所在。

（转自《环球人物》，2015年6月）

他是官宦子弟，却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
他酷爱文史，却选择一辈子与化学相

关的瓶瓶罐罐打交道；
他一生多次更改研究方向，却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穷期本然，化为践履，谢毓元先生毕

其一生，从青丝到华发，始终不忘科学报
国之初心⋯⋯

៙ඊЋὉవཀྵӑੇ
○陈珂珂

谢毓元（1924—），药物化学家、有
机化学家。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北京。
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留校，
1951年转入中科院有机化学所药物研究室
（该室于1953年扩充建立为中科院药物研
究所，以下简称药物所）。1956年被推荐
留学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学研究所，从
事四环素类化合物的合成研究，1961年取
得副博士学位。1984年任药物所第三任所
长，大力开展国际合作，推进新药研发及
科研基本设施建设，打开了药物所发展的
新局面。1988年卸任所长后，他又重新出
山，主持“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筹建工作。
谢毓元在多个科研领域开展研究并取

得重大成绩：在医用螯合剂领域，他的成
就独树一帜，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天然产物化合领域，他是国内率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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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完成发现活性物质—阐明结构—进行
全合成的化学家之一。
他参与的普鲁卡因合成于1965年获

中科院推广奖；他首创的放射性核素239
钚、234钍、95锆促排药物“喹胺酸”于
1980年获国防技术重大成果奖三等奖；他
主持的莲心碱与甘草查尔酮的研究作为药
物所“中草药活性成分的研究——12种新
有效成分的发现”的组成部分，于1982年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首创的放射
性核素90锶促排药物“酰膦钙钠”，于1983
年获中央卫生部甲级成果奖。1991年，谢毓
元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苦读不辍 结缘化学

1924年， 出生于北京。其

第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北洋政府和国

民党南京政府时期， 任交通部 政 要

职，其 是 门之后。因时

动 ， 因为人 直 为新任上 所容，

于1928年携全家 回 生活。

自 读 文经典，文学造

深， 以 子的 之 为立身处事

学，一 子与人为善，不参与文人相

， 和三 一 爱 读英文小

，就此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在中学

和大学 使用英文原版教 学 时得心

应手、 有余。

为避战 ， 家先后避 东 、

上海 界， 先后就读于三所中

学，他非常珍 在 火战 与不断 中

来之不 的学 机会，学 常刻 。

承实业 国思 ， 为学文、法科，

走 ，会永久受人 ，所以只准子 学

理、工、医、农，将来靠“本事” 。

因此，在1940年6月从 中学毕业并考

入当时 的 立东 大学时，本来爱好

文史的 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 发，日 领

了上海 界，东 大学 办，

无 学4年之久。其 ，他 读不 ，

打下了坚实的中英文基础，为日后书写论

文、 外文文献、开展科研工作带来

多 利，也为他以后为学者、为人师、为

领导者 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于南京求学，参加南京临时大学 班，

然 不久临时大学宣 取 。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结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

开大学分批北返重建，清华大学于1946年
10月10日正式 复教学。22岁的 以

舟之决心 复 ，于1946年考取

清华大学， 班进入化学系二年级就读。

当时，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是留学

国的， 多教授用英文授课，化学实验

格按 操作，用英文 写报 ，化

学系有自己 立的图书 与齐全的专业

期 ，化学系学生一 经过 格的考试

选，毕业 只有60% 。在这种环

下， 刻 奋，成 一 领先，基

谢毓元清华大学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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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 实，科研技能精 ，深得无机化学

教授张青 的 任与 重。1949年，

以化学系第一的成 毕业，随后留校，

先后任无机、有机分 教。

无心插柳 意外突破

因个人兴 ，1951年2月， 离

开了学 和工作近5年的清华大学，来到

上海，成为当时 靠在中国科学院有机化

学研究所下的药物研究室的一员， 随

承 先生从事中草药的提取及小分子化合

物的合成工 研究。当时， 承 不断地

在国内外招 合成化学、中药研究、药理

研究和抗 素研究这4个领域的人才， 至

1953年正式成立之际，药物所人才 已可

开展化学学科和生物学科两方面的研究。

在建所之 ，药物所主要任务是协

政府发展制药工业，协 业解决技术问

题，通过开展系 研究 导国内流行疾病

的新特 药合成。1951—1956年，

在这里先后参与了常 中常 的提取

及含 测定、普 因合成工 改进、抗

病治疗药物的化学合成等多项研究

工作，逐 从一个药物研究的门外 成长

为可以 立开展工作的研究者，他也亲历

了药物所从 小到 大的发展过程。

1951年， 用 的有 成分

提取方法，出色地完成了常 中抗 疾

成分的提取及含 测定工作，最 发现常

中所含有 成分 0.20%，是常

所含有 成分的10 ，并建立起一

单可行的常 中 性物总含 的测定方

法 次年，他 以曼 罗及类 物为原

，选择能应用于工业生产的适当方法，

制成医疗上 需的药 和后

，实现了这两种药 的国产化 1952—

1953年 ， 作为主要参与人员，将

法国制药 先进经验本 化，成功完成普

因的两个重要原 ——对 基

和二 的合成工作，解决了普 因和

青 素普 因 生产原 的自给问题。

1953年，作为主要参与人员之一，

参加了由 运先生负责的抗

病药物的设计及合成工作。 运 是放

手，让作为组内大 子的 分发

才能。在详细文献调研基础上， 带

领组内几个成员合成了 干含 基的抗

病化合物，其中有一个是二 基丁二

（ 称二 丁二 ）， 然最后二

基丁二 有成为一个 好的 病

治疗药物， 是无心 ，二 基丁二

及其 离 二 基丁二 陆续 开发

为享 中外的广谱重金属解毒药物，不仅

可以解 毒， 可以解 、 （ ）、

、 等金属毒，并用于治疗 代

起的 — 核变性疾病。

这次设计合成是 医用 合

的开端，也为他十多年后从事 一项医

用 合 的研究——放射性核素促 药物

1953 年，谢毓元在上海武康路 395 号

实验室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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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打下了深 的理论和实 基础。

留学苏联 硕果累累

由于在药物所工作成 突出，1956
年， 获得留 预 生的资格，他

不 地选择了有机化学合成专业。

从1957年到1961年， 在位于

斯科的 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学研究所留

学，师从 联天然化合物化学领域的杰出

科学家 亚金院士，开展四环素类化合

物的合成研究。其 ， 的学位论文

《去二 基去 四环素合成方法研究》

对于从 化 向四环化合物的方法进

行了系 研究，是天然有机化学研究所抗

生素实验室进行的四环素化学研究的重要

部分，为1966年 实验室完成四环素全合

成工作作出了贡献。

1961年春， 利通过学位论文

答 ，获得副博士学位。他出色的工作也

得到 亚金的高度评价：“他有一双

福的手，别人合成不了的东西交给他做，

总是能 好地完成。”

对于 来 ，他在 联期 的收

获，远不 一个副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

得到了如何做科研工作的完 ，这正

是他之前 的。

1961年9月回到了 别近5年的药物所

之后， 在 联学 到的一 方

法，在天然产物全合成方面取得了 人的

成 ——先后完成了 心 对构 的

证及全合成、 草 尔 的结构 定及全

合成、 素的全合成、放线 类物质

化学成分的研究、抗 素C-4826的化学结

构测定、 素的全合成等工作。

几 有 日， 天 于

他的研究。在 草 尔 结构 定中，他

连续奋战36个小时，只为 定一个 基

的位置。

这 天然产物全合成是我国科研人员

运用现代物理学、化学等技术，对我国

中草药进行的系 研究，为探 新生物

活性物质及原理提供了线 ，对推动天然

产物化学研究的系 性和完 性起了

的推动作用。

天然产物全合成所取得的突 性研究

成果，让 越发体会到文献调研的重

要性。“我做任何工作 是先从调 研究

入手，所有 要解决的问题 尽 从文献

里面 到解决的方法。” 如此

。 运用英、 、 、日四门外语进

行文献调研， 格按 实验流程操作，

不 地验证自己的创新 法， 对

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 含深情。

重续前缘 再创辉煌

1966—1969年， 先后接到二机

部（后来的核工业部）、上海跃 化工

、中国人民解放 海 166部队等部门

委 给药物所的放射性核素239 、2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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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95 的促 药物化学合成的重大任

务，这使得 重 了十几年前进行广

谱重金属解毒药物合成时 的医用 合

研究。

为了在 时 内 完成上级

的3项重要 工任务， 开始了新

一 的“ ”工作——对美国《化

学文 》影印版及相关文献原文进行调

研。经过 分的文献调研， 发现这

3个 素性质具有共通之处：3个 素外层

电子 布有其相 性， 为5f67s2， 为 
6d27s2， 为4d25s2，最外层电子数 为

2，这3种 素的化合价 有+3 和+4 价，

当这3种 素的离子在与络合 位会表

现出相 的性质。

海逐 形成了一个“一 三

”的策略——设计一种高 毒的、具

有多 结构的 二 合 ，毕

其功于一 ，将这3种核素的促 同时解

决。按 这一思 ，他研究出一 系 的

放射性核素促 药物研究方法，设计合成

了国际首创的促 药物—— ，并从

中提取有 成分，实现了 症

药物 旋多 的国产化。 成果载入1977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74年，海 166部队 将

一个世界性的科研 题——放射

性 素90 促 药物的化学合成

任务委 给了 。

是第二主族 素，与前述

的 、 、 性质相 远，之

前所有 的设计与合成经验

不可 。在新一 的文献调研

之后， 提出了利用 二

化合物 可以进入 可以

出的性质，来进行亲 性

的促 的设 。经过3年的努力，在合

成的200多个化合物中 选发现了促

果良好的 。 首创性研究于1983
年获中央卫生部 级成果奖。

“文革”结 后，二机部对放射性核

素促 药物研究不 入， 和当

时药物所的同事并未就此 ， 是继续

开展研究，发现了目前国际上 促 果

最好药物双 。 由于临床病 的

原因，他研制的这几个药物 有 正式

批准成药。

上世 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 于

和，国内重视经济发展，核能的利用逐

向于民用，国家 了对放射性核素促

研究的资金资 。 开始进行多方

面的 试，将自己多年来在医用 合 研

究领域 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民用开发，

开展 基 二 合成工 改进及成果

化、 向性抗 药物研究及 二

类抗 质 药物研究，并 成本大

成功合成 物生长调节 天丰素——
表— 素内 ，对农作物产能与免疫力

提高意义重大，为“科技兴农”作出了突

出贡献。

1982 年，谢毓元在实验室给组里的科研人员讲授螯

合剂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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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 开拓局面

自1984 年起， 担任药物所第

三任所长。任期内， 取“自由报

名和学术带 人选择相结合”与“自由结

合和组织安 相结合”方法组建课题组，

了研究室的学术领导与科研体系，改

善了科研秩序。同时，他 筹 顾了药物

所学科发展与科研布 ，主张保留了药物

所自己的图书 。

其 ， 落实 行了中科院在全

部研究所推行的所长负责制，显示了对药

物所长远与全 发展的领导力。

当时， 国外 计，一个化合物从药

理 到最 发展成上市新药的平 几

仅为万分之一到八千分之一，研究 期为

8到10年，平 资为0.8 1 美 。

1984年中科院院部给予药物所全年的实际

科研经 只有110万 120万 人民 。

然药物所的课题组 年 会 请“中国科

学院院内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 ， 这 基金的资 金 小，

本无法 解经 紧张问题，满 新药开

发的需求。

清醒地 识到，在当时我国医

药 业管理体制下，即使是大 和 拉斯

的国内制药 业，也 有 资新药研发

的实力， 有远见的 长也无力支持新药

研究的前期工作，解决研究所的科研经

只能 靠国际合作。

于是，他 与国外药 接 ，着力

介绍药物所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强大的科研

实力， 国外药 的 资愿望，同时也

可以 由开展国际合作，使药物所了解国

外药 新产 开发的组织管理工作，为我

国研制的药物 身世界市场创造 件。

在 任期内，药物所先后与日本

全药、 之内、 天堂、 和以及美

国普强、罗 、格拉 等药 建立合作关

系，为药物所争取到了 150万美 的经

， 置了400 核 等多台精密仪 ，

开 出良性 环 面。药物所 政从他

接任时的 见 ， 变为 任时的 有

余。

为 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创

制新药造福我国人民， 于任期最后

一年开始着手“新药研究开发中心”筹建

工作，获得全所上下 响应。

1987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与世界

行合作的“加强研究生教育的 项

目”启动。 此良机，已 任所长之职的

重新出 ，在已有“新药研究开发

中心”的建设基础上，主持筹建开放实验

室，参与 逐 项目资格评审。 格的

审批 持续了一年，最 ，“新药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 利获得世界 行

资 ，更 出色的科研成果和 用先

进管理 式的能力成为7个试点实验室之

一， 入试点实验室管理计划，

一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领导能力。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9年12月13日）
谢毓元院士在药物所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