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切悼念金国章先生 

我国著名神经药理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国章先生，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

16时 30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92岁。 惊悉这一噩耗，令我们

非常悲痛。 

金国章院士生于 1927 年 6 月 6 日，浙江永康前渡金村人。1947

年，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1952 年，服从国家分配到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1986 年，晋升为研究所研究员。同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至 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200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

药理学会常务理事、理事，中国药理学会神经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上海药理和毒理学会常务理事。 

金国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神经药理学家，是我国从事脑内多巴胺药

理学研究的先驱和这一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一生钟爱药理学

事业，数十年坚持神经递质和多巴胺（DA）受体作用研究，取得多项

原创性研究成果，他的科研生涯立足于国内，创新源头在中国，被誉

为研究中国传统医药的“典范”。 

金国章先生系统研究中药延胡索的药理作用，证实左旋四氢巴马

汀（l-THP，即罗通定）是其中的主要有效成分；证实 l-THP 有镇痛

作用，还发现它具有安定作用，是第一个天然的 DA 受体阻滞剂。该

药已载入国家药典，并收入《药理学》多个版本教材，沿用至今 40

多年，为中药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金国章先生以 l-THP的安定作用为源头，在国际上率先开拓了四

氢原小檗碱同类物（THPBs）作用于 DA受体的研究领域，确立了两个

创新发现：发现左旋千金藤啶碱（l-SPD）具有 D1 激动 D2 阻滞双重

作用，发现以 l-THP为代表的镇痛作用新机制；并提出了两个学术假

说：一是左旋千金藤啶碱匹配治疗精神分裂症；二是延胡索乙素对脑

内阿片系统具有“内稳态”调控作用，为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氏症治

疗药物的研发奠定了药理基础。经分子药理学研究，提出 l-SPD 与

D1 受体相互作用的拓扑图，并证实双羟基-THPBs 是目前国际上独有

双重作用特性的结构类似物，其中一个新化合物得到国家发明专利。

他基于多年研究成果积累，撰写了《脑内多巴胺的生物医学》、《中药

延胡索研究中的新发现》和《脑内多巴胺》等学术著作，为我国神经

精神系统疾病治疗药物研究作出杰出贡献。 

这些成就富有系统性、创新性和中国特色，记录了金先生数十年

辛勤探索的足迹。金国章先生曾获众多荣誉和奖励，包括 1959 年作

为科技界代表随上海观礼代表团赴京参加建国 10 周年国庆大典、

1964 年国家工业新产品二等奖、1980 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0年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奖、1989年及 1998年分获中科院自然科

学二等奖、1991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2 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进步（医学药学）奖、2004 年中国药学发展奖和地奥药学科

学技术奖（中药奖）一等奖等。 

金国章先生一生不忘科技报国初心，牢记创新为民使命，将对

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科学的执着追求，融入到神经药理科



学事业及人才培养工作中。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曾书写“安贫乐

道、志在前程、为国争光”与师生共勉；他虚怀若谷、辛勤耕耘，为

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金国章先生常用“汗水、机遇、信念”来概括他的科研生涯，

让我们以此来回顾金国章先生用汗水铸就的科研人生。 

 

一、“汗水、机遇、理念” 

金国章于 1927年 6月 6日出生于浙江永康前渡金村的一个耕读

之家。家乡“半耕半读”蔚然成风，知书明理的父亲和贤惠持家的母

亲，让金国章懂得待人接物、为人处事之道，培养了他“温、良、恭、

俭、让”的美德。金国章在少年读书上学期间，参与了大量的农活劳

作。夏秋之际的抢收抢种需要汗流浃背的辛勤劳作，让他深深体会到

丰收的快乐与辛勤劳作的汗水是紧密相联的。田间地头的劳作赋予他

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与他成年后从事的科研工作有

异曲同工之处。这笔精神财富铸就他坚强的科研意志力，在科研工作

中表现出执着追求和锲而不舍的奉献精神。 

青少年时代的一场持续数月的副伤寒疾病，在金国章心里种下

了从事药理学研究的信念。1947 年夏季他考上浙江大学后，兴奋地

选择了理学院的药学系。当时的药学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被人们寄

予无限期望。该系办学宗旨是培养研究型的科研人才，以阐明药物作

用原理为主要目标，学制 5年。尽管当时浙江大学刚从内地回迁杭州，

教职人员以及实验教学设备也不齐全，当时的系主任孙宗彭教授高瞻



远瞩，邀请了很多著名学者为学生授课，如，张昌绍教授、张耀德教

授等神经药理学先驱。在浙大五年的紧张而又高强度学习，开拓了金

国章的学术视野，为实现他的药理学梦想作了第一步准备。 

1952 年大学毕业后，金国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工作。该所位于上海市岳阳路的中科院园区，环境宁静，学术气氛浓

厚，有多学科的许多名师。由于新中国要发展科学事业，药物研究所

正在创建药理学实验室，需要科研人员。金国章成为刚从美国回来报

效祖国的丁光生教授的第一位助手。丁光生教授在上海药物所创建了

药理学科，引领金国章迈进了药理学研究大门。1956 年在从苏联回

来报效祖国的胥彬教授指导下，金国章承担著名镇痛中药延胡索有效

组分的药理学研究。从此，步入神经药理学的研究领域。 

阐明延胡索镇痛的有效组分是所长赵承嘏学部委员（院士）的

长期渴望。他从 1928年到 1936年，经过艰辛的科研工作，分离获得

10多种生物碱结晶品，并明确了它们的化学特性和化学结构。但是，

哪些是有效成分，却缺乏系统性的科学论据，难以确定它们与镇痛效

能的关系。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工作解决这个学术问题。 

经过 8 年多的精心研究和艰苦工作，金国章和胥斌教授阐明了

l-THP是中药延胡索镇痛作用的主要有效成分，又找到新的药源罗通

定，均被临床验证所确认。l-THP研究成果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成功的第一个神经系统药物，也是科学整理中

药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后成为新药，列入国家药典，载入药理学教

本中，沿用至今。 



这项工作曾作为建国十周年国庆献礼项目，金国章幸运地参加

了首都的国庆观礼系列活动。金国章先生深情地回忆：“当火车缓缓

北去，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内心非常激动，心里充满了报效祖国的

豪情。”这对年轻的金国章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坚定了他一生的

走向，激励了对科研事业的执着追求。 

金国章先生曾多次提到，分配到上海药物所工作，得遇良师益

友，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金先生对上海药物所的感情至深。在

他人生最后的弥留时刻，他对前来探望的蒋华良所长说的最多的话仍

是：“一定要把药物所发展好。” 

 

二、 科研工作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左旋延胡乙素（l-THP）获批成为镇痛新药后，该药的新颖作用

仍然萦绕在金国章的心头。金国章先生通过大量的大鼠、犬和猴的动

物实验，发现它不是抗炎镇痛药；不同于吗啡镇痛，无成瘾性；有助

眠作用，但不是催眠药；最终确定 l-THP 具有明显的“安定作用”，

这超越了中医药文献所有记载，也超越麻醉性镇痛剂吗啡的药理作用

范畴，其实质又是什么？ 

安定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沿问题，是研究的新方向。氯

丙嗪是第一个安定剂，是国际上化学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起点。然而，

安定作用仅是表观现象，而不是它的神经药理作用机制。那么安定剂

的真正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多巴胺受体的概念，安



定剂是当时国际神经药理学家探索的重要课题。金国章向张昌绍教授

请教左旋延胡索乙素（l-THP）安定的作用机制问题，张昌绍教授给

予金国章一个哲理性指点：“药物作用机制的指导作用，往往会超过

具体药物本身，影响面更大，时间更持久，作用意义更深远”。大师

传道受业解惑的金玉良言，日后形成了金国章自己的科研理念和科研

思维。科研工作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令人可惜的是，接下来金国章必须接受新的国防任务，国家有

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去完成。时间一晃就是 14 年，那时正是他年富

力强的科研黄金时代。 

1978 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尽管金国章在国防任务和针刺

麻醉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于当时学术热点，如谷氨酸、乙酰

胆碱、肾上腺素受体等也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在“鱼”与“熊掌”不

可兼得的情况下，科研工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慎重权衡

学术发展趋势和自己的工作优势，金国章决定回归研究 l-THP的安定

作用机制。经过研究较顺利地证明 l-THP安定作用的实质就是多巴胺

受体阻滞剂的作用。l-THP的多巴胺受体阻滞作用对科学整理中药延

胡索的神经药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使它融入国际上多巴胺研究领

域，成为发展、提高和再创良机的新起点。 

金国章先生风趣地把 l-THP 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称为“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这是科研工作中的乐事。 

今天看来这项意外的“桑榆”工作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回

答了 l-THP的镇痛机理是由于它阻滞了脑内的多巴胺受体，通过下丘



脑，增强内源性阿片肽的功能，并阻止痛觉信号从脊髓上传入脑，双

管齐下，发挥 l-THP的镇痛效应；具有作用温和，又不引起成瘾性的

优点。其次，中药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明确有效组分的化学结构，l-THP

具备了明确的结构与功能的构效关系，这为上海药物所现在的多个临

床获批的新药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先导化合物，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

通过研究 l-THP安定作用的本质，金国章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假

说，即：l-THP通过增强内啡肽，作用于第三脑室和大脑导水管周围

中央灰质，这与邹刚和张昌绍教授关于吗啡镇痛的机制有异曲同工之

妙，为镇痛和戒毒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也是“知其然，还要知其

所以然”科学思维的最佳实践。 

   

三、 开拓创新需要勇气和胆识 

 

金国章以 l-THP的作用为源头，与药物化学家嵇汝运、陈凯先、

蒋华良院士合作，开展构效关系研究，成功地开拓了四氢原小檗碱同

类物（THPBs）作用于多巴胺受体的研究领域；从 X 光衍射和量子化

学计算，确定 THPBs左旋体的立体结构，并提出它们与多巴胺受体相

结合的拓扑图。所中获得的作用规律性，可为我国数十种中药的合理

应用提供科学依据；1987年，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从天然产物 THPBs

中发现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后获得法国和加拿大同行科学家证实和支

持。 

更有意义的是，从中发现左旋千金藤啶碱(l-SPD)对多巴胺受体



既有激动又有阻滞的新型药理作用，曾称为“兼容作用”。这是特定

试验条件下的偶然发现，应验了“新现象常在偶然中发现”的科学名

言。最初是发现不同的研究生做出的实验结果不一致，简单地讲，是

初次给药和再次给药的结果不一样。对此，金国章先生没有忽视这一

现象，但要搞清机理，却是相当困难的，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中的许多

权威学者也认为这是棘手而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经过历时 8 年的研

究，明确了 l-SDP对多巴胺 D2受体是阻滞作用，但是对 D1受体的激

动作用需要受体超敏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药效。这是在国际上没有

人提出过的首次发现，金国章审慎称之为“兼容作用”，于 1987年以

综述发表在著名药理学杂志 Trends in Pharmacology。 

金国章先生对 l-SPD的这种“兼容作用”曾提出三个学术假设，

应用神经药理、神经生化、电药理、神经形态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多学

科知识和技术，从整体水平、神经环路、细胞分子水平的不同层次

20多种试验后，确证 l-SPD是 D1受体激动-D2受体阻滞的双重作用，

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被报道过的新型药理作用。l-SPD双重作用的发现

标志着工作的新发展，如何阐明它与生理功能的关系，又是一个要探

索的重要问题。 

当时国际上刚提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是由于脑区的多巴胺功能

不平衡的学术论点。l-SPD的 D1受体激动-D2受体阻滞双重作用正好

与病人的病因相匹配。l-SPD的“匹配治疗”的学术假设由此诞生。

并在临床上获得初步证实，而后在 Trend in Pharmacology发表综述，

公之于世，它的新颖性引起了国际同行们的极大关注。 



金国章先生在 20多年前提出了“匹配治疗”的观点，是基于对

实验结果和临床效果的观察与深入思考。随后的 20 年里，在学术界

逐步接受了多靶点匹配治疗的观点，也被国际制药界所模仿。但是在

20 多年前，学术界和制药界相信“单靶点、高亲和”的策略；在随

后的是 10 年里，发现神经系统药物往往具有多靶点的特征。可是对

于研发新药，如何选择多靶点和优化组合多靶点，仍然没有定论，甚

至是迷茫的。最近 10 年里美国 FDA 陆续上市的抗精神分裂药物，都

是多靶点的药物，基本符合金先生提出的“匹配治疗”观点。金国章

先生在 80 年代初期率先开创 l-THP 作用于多巴胺领域的研究，到提

出匹配治疗的观点和具体策略，不仅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同样更

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真可谓是“大智大勇”。更难能可贵的，匹

配治疗的思路不仅针对抗精神分裂症，对于抗抑郁焦虑及抗帕金森氏

症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安贫乐道，为国争光 

常言说：“激情出诗篇，宁静出科学”。所谓“宁静致远”，金先

生能够有如此深刻的学术发现，跟他的“安贫乐道，为国争光”人生

理念是分不开的。 

在解放前战乱年代成长起来的金国章，“爱国救亡，匹夫之责”

深入骨髓，且知行合一。最初是来自于他成长中老师们对他耳濡目染

教育。小学时，放学前高唱爱国歌曲的熏陶；中学时“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的教导；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立志“科学救国，教



育救国”的金华高中胡步蟾校长，面对敌伪威逼诱惑，威武不屈的言

行令金国章仰止；多才多艺，人穷志不穷、乐观贤达的廖念怡老师也

深受金国章尊崇。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提出“求是”校训更是伴随了

金国章先生一生的严谨治学。到上海药物所参加工作后，得遇良师益

友是金国章先生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上海药物所的很多科学名家，

都是谦谦君子，两袖清风，严谨治学，勇于创新，这也是上海药物所

的优良传统。初战告捷，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的殊荣，更是激发了金

国章先生为国争光的人生志向。但是他不在乎个人的际遇，不坠青云

之志，仍然潜心搞研究，在国防任务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改革开

放之初，名利思想泛滥，金国章则及时提出 “安贫乐道、志在前程、

为国争光” 与课题组师生共勉。即使当了院士，金先生也从没有“赚

钱”、“圈钱”的概念，他婉拒了很多高薪的兼职邀请。对唯一的兼职，

他也是主动要求不拿工资，而是把经费用于科研。 

金国章先生不在乎个人利益得失，心怀国家和事业。他常说，

个人作用是“沧海之一粟”，而人民事业犹如“长江之无穷”。早在

80 年代初期，金国章先生去法国做访问学者，当时流行回国带些家

用电器。他回国时带回来的是实验工具、药品和详细的实验笔记，还

专门买回来一台的（-20℃）冰箱，是用于实验室的，当时在国内没

有。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这台冰箱仍在实验室正常运转，这也是个

奇迹。即使在今天，面对科研人员创业的热潮，金先生的态度仍然是：

“我们做研究，把机制搞清楚，东西做出来，开发的事情交给药厂”。

话说他们的第一个新药转让给药厂，回报是每人一个纪念茶杯。安贫



乐道，才能宁静致远，“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金国章先生科研和人

生的准则。 

金先生的一生是非常勤奋的，他的家离单位很近，晚饭后会继

续去实验室工作。从早 8 点到晚上 10 点，无论是节假日、生日甚至

过年时，他都会出现在实验室。别人可能觉得他很辛苦，但是他自己

不觉得苦，甚至比较享受工作的状态。他经常说，“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金先生的工作节奏是比较从容的，不是疾

风暴雨那种。比如，写文章写书是工作量很大的任务，尤其在他 80

多岁高龄时，看似是难以完成的事情。他每天坚持写一部分，看起来

节奏不是很快，但是两周下来，就基本写完一章了，几个月后一本书

就基本成型了，实际上效率相当高。金先生几乎从不抱怨，跟他接触

多了，也会受到很好的正面影响，心情也会变得更加乐观从容。“欲

速则不达”，勤奋忘我，收获与汗水并行，才会乐而忘忧，这是金先

生言传身教的最重要一课。 

 

五、为人师表，厚德载物 

金国章先生一生治学严谨，非常勤奋；追求原创性研究，对科

学事业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执着追求的勇气，这些优秀的品质给他

的学生和同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国章先生一贯淡泊名利，从不

计较个人得失；一贯待人平易，从不摆大科学家的架子。他把个人比

作“沧海之一粟”，把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喻为“长江之无穷”，把成就

归结为团队的共同成果。1992 年他给全组科研人员提出了“安贫乐



道，志在前前程，为国争光”的共勉词，2003 年又提出“勤思豁达

明理念，笃志力行促发展，探索开拓求创新”的科研理念，他的教诲

已成为海内外弟子们的永远座右铭。 

金国章先生培养研究生 38人，一人获得中国科协第二届（1990

年）青年科技奖、一人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1993年），开创上海

药物所先河，还有多人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在几十年的科研

和教学生涯中，金先生记得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清楚每一个学生的

专长。与学生交流思想，互相启发是金先生最开心的事情。学生的智

慧光芒如繁星点点，拓展了“l-THP”的研究方向。曾在 Yale 大学

Bunney BS.教授实验室攻读 Ph.D.学位的硕士生施卫星，开创 DA 神

经元放电与低频振荡的研究，现在美国任教；博士生乐卫东在美国

Baylor 医学院取得终身教授职位后，毅然回国工作，曾任瑞金医院

生物医学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交大医学院数字医学研究院院长，现

在担任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中组部创新特聘专家；乐

卫东教授连续多年入选华人神经科学家论文高引用学者的前三名，如

今也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金先生的早期博士生胡刚，目前已是

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神经

专委会主任委员。在金先生悉心指导下，金国章课题组大家庭人才辈

出，邹灵龙、胡江元、张雪翔、朱子涛、刘健等许多弟子在国内外各

大制药公司及科研单位都已身居要职，有很好的发展，科技英才广布

海内外。他相信，唯有众人智慧的积累，科学的思想才能开枝散叶，

郁郁葱葱。 



金先生一生虚怀若谷、安贫乐道、宽厚待人，对青年科研工作

者不吝指引和扶持，堪称是科学家的表率和科研工作者的楷模。金先

生对于合作者和初学者都是持开放包容、坦诚合作的态度，与国内外

很多单位和同行建立了广泛的科研合作，极大地推动了科研发展。金

先生的研究体系包括了递质受体、信号通路、神经环路和整体药效的

综合药理体系，对于初学者是有很大困难的。金国章先生往往会图文

并茂的耐心地讲几个小时，并且还会三番五次的反复讲，直到对方基

本听明白。而且金先生还会赠送药品和书籍文献，令人非常感动。向

金先生请教问题，他会及时指出问题的关键，并耐心地往更高更大的

方向引导青年学者思考。在必要的时候，金先生也会明确指出“有所

为，有所不为”，有些研究方向意义不大，应该把时间精力投入到更

重要的课题中。金国章先生在国内外的学术追随者很多，每次学术会

议交流，大家都会对金先生的人品和学问倍加赞誉。金国章先生深邃

的学术思想、严谨的学术精神、谦逊的品格和人格魅力值得我们敬仰、

继承和发扬光大。有一批像金先生一样把毕生精力献身给科学研究的

科学家，我们的事业才得以发展壮大，才得以形成“求实、创新、协

作、奉献”的良好风气。 

金国章先生常说，他选择研究延胡索乙素（l-THP）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为了实现我国现代中药研究先驱赵承嘏院士的毕生愿望。在

延胡索研究历程中，如果说李时珍是接力跑中的第一人，那么赵承嘏

先生是接力第二棒的人，他自己则是站两位巨人肩上的人，奋力跑好

“第三棒”是他的职责。金国章没有辜负赵承嘏先生的期望，他稳稳



握住“接力棒”，奋勇向着中药现代化研究之梦奔跑，在延胡索研究

中取得一系列成果，并开创四氢原小檗碱同类物（THPBs）的多巴胺

（DA）神经药理研究新领域。如今接力棒仍在延续，在金先生的研究

基础上，经过结构优化和研究，上海药物所已经有两个新药获批临床，

正在开展临床研究。 

笔者有幸在金先生最后七年聆听先生的教悔，继承金先生的学

术研究。基本上每月都会和金先生交流，我们在 l-SPD抗抑郁的研究

也取得了新进展。聆听金先生的教诲，尤其在倍感压力时，不仅学术

思路更加明确，连心情也会豁然开朗起来。2019 年元旦跟金先生面

谈，金先生已经很虚弱了，仍然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强调了防止毒品

复吸的研究，提到了编写新版《脑内多巴胺》的要求。一直以来，金

先生是指路的明灯，智慧的源泉。如今，先生突然乘鹤西去，学生有

疑难可问谁？ 

 

              李扬， 于 2019年 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