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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研究和应用的伦理分析 
陶钧,胡维新    

 

  经过几个国家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全部核基酸测序已接近尾声,人类基因组计划即将完成。随着人类基因研究进入后基因

组时代,人类自身奥秘将逐步揭开,人类梦寐以求的健康长寿将成为现实,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自我,目前无法治愈的顽固性疾病如

癌症、爱滋病、遗传病等将得到有效治疗。人类基因研究前景广阔、意义深远。但是,人类基因研究和应用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也将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如何趋利避害,值得我们认真讨论。 
一、人类基因深入研究与应用会带来哪些伦理问题? 
1.基因隐私权的保护性问题[1]。随着后基因组计划的开展,人类遗传基因组这部奇妙的天书将变得清晰可读。人类有多少基因,每一

个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如何,什么是优良基因,什么是不利基因,什么是致病基因,谁的基因型好,谁的基因型差,都可以从基因图谱和测定数据中

看出来。一向神秘莫测的人类基因类型已不再是秘密。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人们的基因秘密(或称基因隐私)随时都有可能被泄露的危险,

并且给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如何保护基因隐私权是人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2.基因歧视现象。尽管人的基因组99.9%以上的核基酸序列是相同的[2],但由于基因组是由30亿对核基酸组成的,大约含有3—4万

个基因(比原来估计的10万个基因要少得多[3])。所以,这不到0.1%的核基酸序列差异使得人们的基因型几乎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同卵

孪生者除外)。像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基因型有好也有差。从民族角度来看,全世界有许多的民族,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基因特点,各有自己的优

点和不足,全面评价不同民族的基因组型是可以分辩出优劣的。有些民族的基因组型相对要好一些,有些民族的基因组型要差一些。如果这

些基因资料一旦公布于众,优等基因民族可能会因此而骄傲自大甚至狂妄起来,劣等基因民族则可能因此受到歧视。如果这些基因资料被希

特勒式的人物所掌握,基因优劣可能成为他们推行种族屠杀政策的重要依据,劣等基因民族将受到残杀。就个体而言,在测定一个人的基因型

或进行基因诊断时,发现某人带有某种有害基因或致病基因,这意味着这个人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的一定时期,随时都有可能患某种难治之

症,且医疗费用十分巨大,甚至发生早逝现象;还有可能把这种坏基因遗传给后代,造成类似的后果。了解这一信息的有关人员有意或无意地

将基因秘密泄露出去。这个人在社会上将会受到基因歧视。他或她在升学、就业、恋爱、婚姻、保险等方面将遇到困难,这种情况还有可

能累及家庭甚至整个家族[1]。 
3.给社会带来老龄化压力[4]。随着人类基因技术的深入研究,人类衰老之迷将很快被揭开,与长寿和衰老有关的基因将一个一个被发

现。到目前为此,科学家学已在不同物种找到了61种衰老基因和一些抗衰老基因、长寿基因[5]。据报道,我国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专家教授

最近在人体内发现了一个重要衰老基因。人类衰老原因一旦完全搞清楚,实现长寿已不再是难事。科学家将研究发展多种能增强抗衰老基

因和长寿基因的功能,抑制衰老基因的功能,从而延缓衰老进程的新技术。人们可以广泛利用这些先进的抗衰老技术,从基因水平有效预防衰

老。加上大多数致死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人的寿命将大大延长,可能比现在长好几倍。由于人的寿命延长,整个社会将逐渐老龄化,家庭将出

现多世同堂现象,家庭关系更加复杂化。社会老龄化压力增大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因此应积极寻找和解决长寿带来的老龄化问题的新办法,确保不因社会老龄化而降低生活质量。 
4.基因设计带来的伦理问题。随着人类基因研究的深入,人类的优良基因型、一般基因型、不良基因型都将揭示出来。人类可以把优

良基因重组起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后代,即通过基因操作技术(或称基因重组技术)用优良基因替换不良基因,培育大量智力超群、体格健

壮、性格优良、体型优美的完美后代,实现真正优生优育的梦想。尽管达到这一步还有许多路要走,但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项技术也可能

被别有用心的人或邪教组织所利用,用于培养希待勒式的狂妄者、无所不能的反社会的超人或其他似人非人的怪物,给社会带来危害[6]。 
5.基因争夺战导致基因殖民主义扩张。人类功能基因研究具有极大的开发应用前景[7]。因为弄清一个重要功能基因的全部结构和功

能,即可很快过渡到关于基因谱和功能的开发应用研究。直到解决临床上的各种棘手难题以及与人类生存、生活和健康有关的问题。例如

用于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基因制药等。我们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正在研究的东方田鼠抗血吸虫基因,对制造抗血吸虫药物和培育抗血吸

虫的转基因经济动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发达国家已经生产出了一些基因药物,一些基因药物正在用于疾病诊断,也有一些基因药物正在对

某些难治之症进行临床治疗试验,初步显示出了它们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基因研究的商业开发应用价值是十分巨大的。然而人类基因组

只有一套,基因总数只有3—4万个,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发现一个就少一个,谁占有较多的基因专利,谁就在基因的商业开发方面占有

优势,因此一场基因争夺战在所难免。在基因争夺战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的基因资源,另一方面发展中

国家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不能充分开发利用自己的基因资源;而发达国家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疯狂地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夺基因资源,从而



导致基因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扩张,进而出现基因垄断现象。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还有可能存在其他伦理问题。 
二、我们的对策 
尽管人类基因研究和应用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伦理问题,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在加速研究开发基因的同时,随时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其伦理弊端发生,我们人类一定能从基因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运用中获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1.强化科学伦理建设,切实遵循科学伦理准则。科学研究无禁区,但是科学研究及其应用的目的应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而不是给人

类带来灾难。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应遵循科学伦理。而基因研究给人类科学伦理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以前的科学技术主要是改

变人的生存手段和生存环境的话,基因技术改变的则是人本身。人对自身的改变既可能为人们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也可能带来难以

预料的灾难。因此,基因研究更应强调伦理问题。人应当对自身的发展更为关注,更为用心。 
2.加强法制建设,以法律手段防止发生伦理灾难。如果科学伦理约束是软性的,那么法律约束则是刚性的。我们应当运用法律的手段来

约束从事或接触基因研究者,防止有人利用基因技术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有人利用基因技术用于反社会、反人类的目的。 
3.基因科学研究与应用的伦理和法制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在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应用中,应坚持知情同意原则[3],让受试者知道基因研究的性质、风险、效益并征得本人同意才能进行。

同时要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谁来掌握这种基因隐私,谁有权使用和公开这些信息,在什么情况下可公开这些信息,防止有人采取引诱欺

骗、强迫的作法,获取受试者的标本或应用于病人,确保个人基因隐私权不受侵犯。 
3.2为了防止发生基因歧视现象,国际社会应制订公约,禁止任何人进行民族基因组型优劣的比较研究或公布有关信息资料。世界各国

也应通过立法,防止有关人员和有关行业或部门随意获取别人的基因信息,并把它作为就业和保险的依据;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公布他人

的基因秘密,避免发生基因歧视。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做出了榜样[8]。 
3.3在基因设计方面应制订基因设计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并且用法律方式确定下来,严格禁止违反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基因设计,保证基

因设计有利于促进人类朝好的方面进化。同时,要防止20世纪20—40年代在美国特别是德国兴起的、给人们惨痛教训的优生运动死灰复

燃,避免希特勒事件重演[9]。 
3.4在基因研究、开发和应用方面,应制订国际公约,建立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合理开发和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基因资源,

防止基因海盗行为和基因殖民主义侵略扩张[10]。 
3.5正确处理伦理与科学的关系,防止把基因伦理与基因科学对立起来。在看到基因研究的光明前景的同时,不要忽视它带来的伦理问

题。在讨论基因的伦理问题时,不要束缚基因科技的发展。要让伦理学正确引导基因科学健康发展,基因科学也要不断为伦理学理论与实践

提供新课题、补充新知识。伦理学与基因科学应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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