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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口学家、教授  蒋正华】 

                           （注：本文已取得作者本人同意发布） 

    生物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远不是潜在的可能，美国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以后又受

到炭疽病毒的袭击，但是这只是冰山微小的一角。仅就针对人类的生物武器而言，至少就

有细菌制剂类、里克次氏体制剂类、滤过性毒菌制剂类、生物毒素类、真菌类五大类别，

其中包括了曾使世界遭受重大灾难的天花、鼠疫等，也有目前仍使许多地区束手的登革

热、埃博拉等疾病的制剂。更有甚者，据国外报刊报道，某些研究人员已经利用基因工程

技术开始培育专门针对特定人种发生毁灭性打击的病毒。科学发明，技术进步的这种邪恶

的使用方式，令人不寒而栗。为了制止这种邪恶势力的膨胀，亟需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

建立有效的紧急反应机制和经常性的沟通渠道，严厉打击恐怖活动。 

    生物武器的危险性在于病毒、细菌品种的多样性，攻击方式的隐蔽性，影响程度的广

泛性。这种武器体积小、重量轻，特别是制成烟雾状的生物毒剂，可以长期悬浮在空中，

并在吸人后穿过人体滤过系统及肺泡，造成致命的后果。据报道，理论上 1微克炭疽病毒

孢子可以感染100万人，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各个国家、不同社会对基因工程的态度有很大区别。据《远东经济评论》周刊报道，

新加坡分子农业生物研究所负责人文卡特斯桑·顺达雷尚在访问中国时，看到机场高速公

路旁的一个标志牌写着“基因改良生物检测实验中心”，他感到十分惊讶，他认为，如果

在欧洲竖立这样一个标志牌肯定将引来抗议者。我们也从电视报道中看到，法国的抗议者

拥入栽种基因改良作物的农田，拔掉作物并加以毁弃。一般说来，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众对

基因改良或转基因生物的态度比发展中国家剧烈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的国家对技术利用的优先次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区，行为准则不同，科技知识

普及程度不同的人群认识程度不同，等等。要预测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前景必须考虑到

各个方面的反应。 

    争论最少的生物技术的应用将会最快推广。休闲是任何一个社会永远需要的生活内

容，特别是在21世纪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是一个普遍的趋势。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

多国家，劳动者的休假日数已近一年的1／3，社会富裕程度持续提高，对休闲消费的需求

也会大大增加，生物技术可以为此作出贡献。 

    基因疗法将在21世纪为许多身患绝症的病人带来福音。这种方法利用经基因改造去掉

毒性的病毒作为载体，向人体细胞注入健康基因来修复致病的基因。从理论上讲，基因疗

法具有诱人的威力，近10年来，各国已进行了5 000多例基因疗法试验，有些试验获得了令

人鼓舞的积极效果。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费城儿童医院就曾宣布对一例血友病

患者使用了基因疗法，取得明显疗效。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治疗失败。特别是当1999年9

月，美国宾州大学一名18岁的少年，因接受基因疗法而死亡，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此后进

行的调查发现，此项试验中有10多项措施不符合规定，而更加惊人的是，调查中发现有更

多的研究项目没有报告自己试验的失败。因此，美国FDA裁定，禁止一些研究人员继续进行

基因疗法的试验。产生这种不幸事件重要的技术原因是科学家迄今还不能完全控制作为载

体的病毒，当病毒在治疗过程中被激活时，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一部分专家和

社会人士呼吁停止一切基因疗法的试验；但更多的人却认为基因疗法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应由于暂时的挫折而中止；病人及其家属也强烈要求继续试验，不放弃任何可能获救的

希望。因此，美国政府仍然对基因疗法开放了绿灯，但同时加强了对试验项目的监督。基

因疗法在新世纪中无疑将不断成熟，可以预料，到本世纪20年代前后，基因疗法很可能被

应用于治疗许多遗传性疾病，并使心脏病、·癌症等现代的主要杀手发病率大幅度地下

降。这些疾病治疗效果的显著提高无疑将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同时也将使一些

严重影响劳动力素质的遗传性疾病发病率减少。使这项技术普遍造福于人类的主要障碍不

是研究工作的进展，而是治疗的费用。到本世纪中，基因疗法可能还只能在经济发达国家

和一些高收人人群中使用，如果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顺利，到21世纪末，此类技术也可能会

推广到全球各地，为全人类社会造福，并将人类的平均寿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目前

的情况看来，技术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推动力，但是，要使世界各国，无论发达与否，所有

人群，无论贫富，都能受惠于这种人类智慧的成果，还需要在制度及管理方面作出许多变

革，以消除前进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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