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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对基因治疗应认识到其可对患者带

来不可预料的伤害和高投入带来的高治疗费用问题;世界各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存在较多的伦理争论，但对禁止生殖

性克隆取得了一致看法;异种器官移植利用猪器官时因无法克服猪含有的特殊基因和猪内源性反转录病毒（PERV）及

人猪不同物种问题而陷入了伦理困境;代孕技术存在着无法明确界定母子关系及使生育失去必要的尊严的伦理难题。  

     

    科学一直都是一个神圣而庄重的概念，人类绵延至今，无不依仗科学谋取幸福。但科学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飞机、

火箭、网络、卫星等，最初都是为军事战争而出现的，相同的科学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被用来杀人 ［1］ 。千百

年来，人类一直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的融合与撞击中寻求发展。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高度文明的同时，

也不能否认科学给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探索生命本质、攻

克重大疾病、提高生命质量的一把钥匙，但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 

    1 基因治疗的伦理认识 

    人类基因治疗的第一个认可的临床试验报告始于1990年9月，自此以来，已经走过10多年的时间。基因治疗是指

改变人活细胞遗传的物质的一种医学治疗方法（a med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modification of genetic ma

terial of living cells），不过鉴于基因重组及表达控制机制尚不甚明了，加上社会宗教、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对人

生殖细胞的遗传操作是受到限制的，基因治疗目前仅在体细胞范围内进行。基因治疗中没有哪一方面比生殖细胞基因

治疗更引人注目，也更易得到非议。体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社会问题的争论已告一段落，而对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则

刚刚开始。对体细胞基因治疗而言，即使靶细胞扩大到很多种，仍有一些种类细胞是难于实施基因治疗的。而生殖细

胞的基因治疗则校正了个体的所有细胞，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对生殖细胞的操作有可能使后代产生缺陷，因为目前的

技术还远远未能做到避免外源基因的插入引起的生殖细胞的基因突变。因此现在应首先在动物身上操作，等技术成熟

一些才具有可行性。然而，即使没有医学技术上的问题，很多社会伦理问题也很难解决。如:到底哪些基因可用于转

移呢?人类是否可以利用遗传工程随心所欲地改造自己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随意“创造”一个个体呢?诸如此类的问

题是很难回答的。去年9月份，美国发生了一例因基因治疗死亡的事件，国内外各类媒体大肆报道，基因治疗一下子

从解决一切疑难病的“灵丹妙药”变得毫无安全性可言，公众也对基因治疗失去了信心。参加2004年第149次香山

科学会议的科学们一致认为，基因治疗就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既不是治疗疑难病症的“救世神医”，也不是什么“危

险武器”，客观地讲，它应该是一种日臻完善的新医疗方法，尤其对于一些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疑难病症，例如，单基

因遗传病、恶性肿瘤的术后复发和转移、心血管病等，基因治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治疗思路。正确认识基因治疗后，

从伦理方面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基因诊疗作为一项全新的医疗技术，可能给患者带来不可预料的伤害。这是临床应用

基因治疗之前必须解决又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次，还必须考虑基因技术研究的高投入必将带来昂贵的临床应用费

用和质量控制的问题。 

    2 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争论 

    胚胎干细胞成为当今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热点。尽管人胚胎干细胞有着巨大的医学应用潜力，但围绕该研究

的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胚胎干细胞的来源是否合乎法律及道德，应用潜力是否会引起伦理

及法律问题。从体外受精人胚中获得的胚胎干细胞在适当条件下能否发育成人?干细胞要是来自自愿终止妊娠的孕妇

该如何办?为获得细胞而杀死人胚是否道德?是不是良好的愿望为邪恶的手段提供了正当理由?使用来自自发或事故流

产胚胎的细胞是否恰当?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世界各国对于胚胎干细胞的争论也越来越多。英国早在2000年底就

通过立法，允许14天前的胚胎可用于干细胞研究，2001年1月，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将克隆研究合法化，允许科学家

培养克隆胚胎进行干细胞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定性为“治疗性克隆”。为避免克隆技术被滥用，同年11月，英国政府

再次公布法案，明确规定禁止通过克隆技术复制人类个体，即生殖性克隆。2001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表态，可以

有限度地将联邦经费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但仅限于利用现有的六十多个胚胎干细胞源，不得进一步摧毁人类胚胎以

获得新的胚胎干细胞。同年8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禁止克隆人和用人类胚胎干细胞从事研究的法案，但“9�11”事

件发生后，美国参议院对这一法案的讨论一推再推，至今法案还没有成为正式法律。2000年，日本生命伦理委员会

制定了《日本委员会公告》，讨论了主要涉及人类胚胎干细胞的人类胚胎研究的基因概念，该公告明令禁止制造除了

人类生殖之外的其他目的的人类胚胎，但以研究为目的的人类胚胎的应用在有限的例外的情况下是被允许的。2001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准则》 ［2］ 。1991年德国颁布的《胚胎保护法》，就禁止了任何人类

胚胎干细胞研究以及克隆胚胎干细胞，2001年，德国专门成立国家伦理委员会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产生的伦理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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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实质上已经表明德国开始重新思考其相关政策;而国家伦理委员会建议，准许在严格限制下进口胚胎干细胞

进行研究，这更标志着伦理障碍的松动。2002年7月1日，德国通过了《胚胎干细胞进口法案》 ［3］ 。2003年1

月法国卫生部长让-弗朗索瓦�马太法国国民议会陈述了法国政府对修改生物伦理法的建议，明确指出法国政府支持进

行胚胎干细胞研究，这是因为科学界对成人干细胞研究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成人干细胞研究不能代替胚胎干细

胞研究，但制造胚胎，即便是为了研究的目的也是不能允许的。2003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80票赞成、79票反对、

1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将《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推迟一年。世界各国都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为什么这一国

际公约通不过呢?因为79个国家认为治疗性克隆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主张二者同时禁止。而我国科技部、卫生部在

今年联合颁布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其中第四条明确指出: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世

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出版的《健康咨询报告—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中指出:“在基因组学及医学应用中诸多伦理问

题，在不同国家由于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需要广泛地讨论以使各成员国在国际原则的调控下，

建立起自己的伦理学框架”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发布的《胚胎干细胞在治疗研究中的应用》指出: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基本伦理关怀在很多问题中突出人类胚胎的地位及它们应用于治疗目的，同时指出它是受各个

社会、各种文化、宗教、哲学观念的影响，所以要求“各个社会有权利和义务去辩论与决定它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并

保证这项研究在国家管理体系的框架内进行，这个管理体系应适当地考虑到伦理所占的比重，并制订适当的准则” 

［5］ 。   

    3 异种器官移植带来的伦理困境 

    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不足，一直是困扰医学界的难题。美国”器官捐赠联合网”指出，去年约有7.7万名美国人须

接受器官移植，但仅有2.3万人获得器官，5700多人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了

猪。由于猪器官的大小与人相似，因此如果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话，猪器官是最佳选择。可是，猪体含有人类和一些

灵长目动物身上所没有的一对特殊基因，名为GGTA1，由它们协助产生一种依附于猪细胞表面的奇怪的酶，当猪器

官移植到人体后，这种酶可以使猪器官在数小时内死亡。因此，猪身上的这种特殊基因便成为人类移植猪器官的最大

障碍。2000年，世界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电子版公布的美国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丹尼尔�沙罗门等人的报

告，他们在实验中发现，猪体内普遍存在的”猪内源性反转录酶病毒”（PERV）能感染人体细胞。沙罗门等还发

现，将猪胰腺细胞移植给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的实验鼠后，该病毒会被激活，使鼠机体多种组织受到感染。科学家尚未

发现该病毒对猪有害，受感染的实验鼠也未患上疾病。但是，人体被该病毒感染后会产生什么后果，目前还不得而

知。2002年，总部设在苏格兰的英国PPL制药公司成功克隆了5只基因改造小猪，去除了一个引发人体排斥的基因，

人体移植猪器官的可行性因此大大增加 ［6］ 。但一些科学家认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人类植入动物器官还有许

多潜在危险。主宰人类器官组织配对的基因多达600种，虽然没有必要完全处理所有600种基因才可防止排斥现象，

但只剔除一少部分显然不够。人类已成功克隆羊、牛、老鼠，主要是用作生产蛋白质等医学产品及优质肉食，但克隆

猪却是用来生产移植用器官。人类与猪毕竟不属同一物种，让异类物种器官植入人类体内，确实让人不太舒服。异种

器官移植研究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伦理境地。  

    4 借腹生子遇到的伦理难题 

    近年来，代孕已成为西方流行的一种生育方式。这种生育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部分不孕妇女的生育欲望，我

国也有不少地方已开展技术。代孕，就是“借腹生子”，它将一对夫妇的精子与卵子在体外试管中人工受精，再进行

人工培育形成胚胎，植入另一位有正常子宫的“代孕母亲”的子宫内。“代孕”技术的运用，产生了许多目前无法解

决的伦理难题，如它可能人为造成多父母家庭，如遗传母亲、孕育母亲、抚养母亲等，亲属关系将出现混乱，婴儿和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国外已有母亲为女儿代孕产下婴儿的事例，因此代孕的孩子可能是儿女，又可能是孙

儿、孙女，还可能造成未婚单亲家庭，即单身男士或女士通过“代孕”做未婚父亲或未婚母亲;也有学者担心，如果

“代孕”技术的运用形成趋势，将使生育失去必要的尊严和道德责任，从而导致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家庭基础和社会

结构瓦解，社会的组成不再以家庭为细胞，社会的延续不再以情感和道德为基础，也会导致享受服务的机会不均等、

带来社会不公正，导致人类生态失衡、人种歧视 ［7］ 。同时，允许实施代孕技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些有正常

生育功能的女性，为保持体形或避免疼痛，要求医生实施“代孕”技术。这也同样涉及到了伦理道德的问题。目前，

这些伦理困惑带给人们的思考常常不是用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就可以解决的，它所引发的是一个在现代生育技术之

下，如何解决非自然生育与传统伦理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这些矛盾同时也隐含了人类有没有能力解决技术导致的非

自然状况。由于目前“代孕”技术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卫生部于2004年2月20日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办法》中规定，从8月1日开始，我国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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