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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化学的门外汉，到

钻研化学并研发出治病救人的
药物，他感慨，人最大的快乐不

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以自己
的辛勤工作造福社会，为社会

所承认。在他的科学生涯中，虽
有多次科研方向的转变，但医

用螯合剂的研究和天然产物研

究是两条永恒的主线。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

名药物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

究员、原所长谢毓元因病医治
无效，于 3月 27日 11时 05分

在沪逝世，享年 97岁。

打开科学大门
1924年 4月 19日，谢毓元

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

1946年，谢毓元奋力一搏，考上
了清华大学，作为插班生进入化

学系二年级。深知机会来之不
易，他凭借自身的刻苦和聪颖，

再加上名师们的教诲，三年的求

学路上一直处于佼佼者的地位。
据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介绍，当时

谢毓元的毕业成绩在清华化学
系毕业生中名列第一，而且数年

之内，无人超越。
从大三开始，谢毓元跟着

恩师张青莲教授做重水方面的
研究。老师给他分配了一间实

验室，并引导他如何做科研工
作、如何查阅文献。就这样，谢

毓元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他感
叹，虽然之后从事的研究和清

华大学时期大相径庭，但大学
时获得的扎实基础知识、基础

技能及良好的科研习惯，令他
获益终生。

新药被美仿制
留校当助教，简单地批改

作业、准备实验，风华正茂的谢

毓元怎会满足于这样一眼望得
到头的生活？早年目睹大哥大

嫂患肺痨惨死，二姐也饱受肺
病折磨多年，让他有了从事药

物研究的念头。

当时任中科院有机化学研
究所药物研究室主任的赵承嘏

看到谢毓元的成绩单，一眼相中
了这个清华高材生。随着该室

独立为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谢毓元也跟着赵承嘏从事中草

药的提取工作。
那个年代，血吸虫病是严

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血吸
虫病患者人数约有 1000万，受

感染威胁的人口近 1亿。彼时，
治疗血吸虫病的主要药物是锑

剂，但具有一定的毒性，发生锑
中毒时急需抢救，寻找锑剂的

解毒药物成为当务之急。
药物所发现，二巯基丁二

酸钠具有较强的解毒能力，且本

身毒性很低。这一化合物正是

谢毓元在 1954年合成巯锑钠

时的一个中间体，虽然巯锑钠没
能如愿成为治疗血吸虫病的良

药，但二巯基丁二酸钠及其游离
酸二巯基丁二酸却陆续被开发

为广谱重金属解毒药物。
截至目前，二巯基丁二酸

仍是世界上口服治疗重金属中

毒的理想药物。1991年 2月，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该药生产，用于儿童铅中毒的
治疗，这是美国首次仿制中国

发明的新药。二巯基丁二酸曾
多次“立功”———1992年郑州

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发生砒霜中
毒案，788名患者生命垂危，在

服用及时空运来的二巯基丁二
酸后，中毒者全部转危为安。多

年后，谢毓元谈及此事时说，看
到自己合成的药物能挽救人的

性命，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研究再次转向
进入一个与原来研究不太

相干的领域是个极大的挑战，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科研
生涯中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需

要、听从祖国的召唤，是谢毓元
一直恪守的原则。

当罗布泊升起璀璨绚丽的

蘑菇云后，中国又快马加鞭研
制首颗氢弹。钚-239是氢弹的

主要原料，钚的生物半衰期长
达 200年，一旦吸入或吞入体

内，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考虑
到核建设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的

安危，核素促排抢救药物紧急
立项，负责的重任交到了谢毓

元的肩上。短时间内，钚-239、
钍-234、锆-95促排药物研究

的需求接踵而至。人员少、任务
重，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谢毓

元脑海中有了个“大胆”的计
划———“一石三鸟”，找到一个

化合物将三个核素的促排问题
同时解决，“毕其功于一役”。

要让重金属或放射性元素
从体内排出，一般利用适当的

螯合剂与金属元素生成水溶性
稳定化合物，再通过肾脏排泄。

谢毓元合成了一系列具有两个
相邻酚羟基的多胺多羧螯合

剂，尽管促排效果不错，但他还
不满意，并利用左旋多巴为原

料来合成新的螯合剂，动物试

验证实，新螯合剂促排效果优
异，并且毒性较低。正要推广试

验，左旋多巴的来源成了问题。
原来，以前实验室采购的左旋

多巴为进口试剂，1 克需要 8

元，不利于新药推广。谢毓元发

现，豆类植物中左旋多巴含量
较高，遂从藜豆中完成了左旋

多巴的提取，并研究出相应工
艺。1974年，左旋多巴生产工

艺通过鉴定，并被收载于 197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本报记者 郜阳

    在那段国难深重的日子里，

他辗转求学，为自己打开了科学
之门；当国家百废待兴时，他历

尽艰辛回国。尽管那时，祖国链

霉素、金霉素的研究基础极为
薄弱，他却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正是对新科学现象、科学
原理的追求，让他在理论上突

破，极大提升了我国金霉素产
量，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

能生产金霉素的国家作出了重

要贡献。
3月 26日 22时 10分，上

海最年长的院士———著名微生

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沈善炯

与世长辞，享年 103岁。

转学西南联大
转学西南联大，是沈善炯

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在那个动

乱的年代，偌大的国土容不下
一张安静的书桌，颠沛流离是

常态。辗转徽鄂，再借读广西，
沈善炯一路来到了云南，进入

西南联大。

物资匮乏的战争环境下，
做实验竟也成了奢望。在沈善

炯的回忆里，当时只有化学类课
程中做过一些实验。而他主攻

的生物领域，只是看看标本，到
野外去认认植物。有些同学会

利用课余时间去中学兼课补贴
生活，沈善炯却一心扑在学业

上，因此日子过得极为清贫，早
晨常常只能饿着肚子。

1947年年末，沈善炯经推
荐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深

造。临行前，恩师张景钺教授为
他饯行，那句平和的“我等待

你，望你学成归来”如千钧之
重，在沈善炯的求学路上时常

萦绕在他耳边。
在加州理工，从不甘心落

于人后的他经常在实验室待到
很晚。后来，他发现链孢菌酪氨

酸酶的形成受温度和含硫化合
物的抑制，在此实验结果上完

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回国屡遇阻挠
论文答辩结束，沈善炯原

本打算再去威斯康星大学进

修，多学些知识报效祖国。但钱
学森回国时的遭遇让他改变了

决定，为避免日后归国时也遭
扣留和审查，沈善炯立刻订购

了 1950年 8月 31日从洛杉矶

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轮
船的三等舱船票。

这艘船上还有不少和他一
样学成归国的留学生，邓稼先

也在这班船上。载着游子的巨
轮破浪前行，一边离祖国和亲

人越来越近，一边离在异国他
乡关心和教育自己的老师、朋

友越来越远，他正奔向一个光
明的新中国。

然而，归国之路还是出意

外了。9月 12日清晨，邮轮抵
达日本横滨海域，船上突然响

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要
在横滨下船，通知旅客换房间，

点名要沈善炯和另外三人带随
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这当

然是借口，在房间里等候他们

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不由分说就搜身，一件件查行

李，工作笔记本也被夺走。
沈善炯等人被扣留在日

本。面对威逼利诱，他们始终抱
定信念。在祖国的努力下，沈善

炯等人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非
法羁押和软禁后，于当年 11月

28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归国
后，沈善炯拆开了老师在出发

前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谆谆
劝告他要争取机会做一点生化

遗传的工作，“这对世界生物科
学的发展有益，同样对你的国

家亦需要。”

金霉素能国产
回国后，为了响应国家对

于抗生素需求，沈善炯全身心

投入金霉素的研究和生产中。
彼时，金霉素的生产属于高新

技术，几乎被美国垄断。然而，
国计民生急需发展链霉素、金

霉素的研究和产业。面对国内

基础极为薄弱，且并无多少人
熟悉这方面工作的不利局面，

沈善炯扛下了研究金霉素的任
务。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况

且，无所畏惧地面对新挑战、发
现新规律、创造新知识，正是他

留学时学到的精神。
由于缺乏经验，实验初期，

沈善炯和助手虽然干劲十足，
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重复的

可靠结果。他偶然参加的一次
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当注

意发酵条件的研究。受到启发，
沈善炯转变了工作方向，着手

对接种培养基开展研究，并逐
步取得进展。

1957年，国产金霉素通过
了临床试验，在上海第三制药

厂正式投产，其发酵单位、产品
质量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也

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英国、意大
利之后，全球第四个能够量产

金霉素的国家，彻底打破了美
国对抗生素的垄断。

年过半百后，沈善炯回到

了一直感兴趣和想开展研究的
分子遗传学方向，从事生物固

氮研究。他利用肺炎克氏杆菌，
提出了双层次调节学说，并在

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引起国
际分子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

被誉为固氮基因分子遗传学研
究领域最出色的成就之一，也

为奠定中国近代分子遗传学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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