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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分析 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潜在价值及其面临的重大伦理问题，提 

出该项研 究应当遵循或应予-映重考虑的若干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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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98年 L1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 

家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道 ，成功地使人类胚 

胎干细胞在体外生长和增殖。这一突破性进 

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的热潮。L999年 l 2月，干细胞研究进展被《科 

学》杂志评选为该年度世界十大科学进展之首， 

而风头正劲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因此届居第二。 

随着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热潮的加温，由此引 

发的伦理争议也日渐广泛、深入 这场有科学 

家、哲学伦理学家、法学家和政府官员参与的伦 

理大讨论，将直接影响各国政府对该项研究的 

政策和资助，从而影响到干细胞生物技术的发 

展方向和进程。因而．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的潜在价值和它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作 

一 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和考量，已势在必行 

一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潜在价值 

人类胚胎干细胞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简称 HES细胞)，是存在于人类早期胚胎 

中，处于一种高度未分化的多能细胞。其最大 

特点就是具有发育的全能-眭和通用性，可分化 

成为全身 200多种细胞类型，构建机体的任何 

组织器官，最终可发育成完整的个体。体外培 

养的 HES细胞也能长期存活，并保持其高度 

的分化潜能，它能在体外发育、分化为人类成体 

的所有细胞、组织。当把体外培养的 HES细 

胞重新注人胚泡腔，它们还能参与宿主细胞的 

发育而分化为包括生殖细胞在内的各种组织。 

正是这些特征，使 HES细胞研究在医学、生物 

工程技术以及基础研究领域潜藏着巨大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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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跃红 雁 释：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的潜在价仇 和伦 规范初探 

在临床治疗方面 研究发现，体外培养的 

HES细胞必须在人为施加 一定的抑制条件 (培 

养在饲养层细胞上或添加抑制分化因子)F-，才 

能保持未分化状态。一旦离脱这些条件，它们 

就会 自发分化 ，增殖为由各种细胞混杂而成的 

细胞 团。如果加人不 同的诱导剂 ，可在一定程 

度上控制其分化方向，使其定向分化为特定的 

细胞 、组织 。如已有报道 ，多巴胺神经元 的定 向 

分化率达到 了 3O ，以色列科学家在定向分化 

的细胞团中，分离到大约 l0 的心肌细胞。尽 

管目前，定向分化技术还不成熟，定向分化率还 

不高，怛以上成果已经使人们看到了治疗许多 

致死疾病的曙光，那就是通过发展定向分化技 

术，用 HES细胞在体外培养各种细胞、组织． 

用以治疗那些因细胞坏死而导致功能丧失的疾 

病，如用胰岛细胞治疗糖尿病；用多巴胺神经元 

治疗帕金森氏病；用心肌细胞治疗心肌梗塞；用 

上皮组织进行皮肤移植等等 甚至于中风、脊 

髓损伤、早老性痴呆 癌症、艾兹病等顽症也都 

有望从 HES细胞找到治疗 的“金钥匙” 这就 

是令无数病人翘首以待的“替代疗法”。可以预 

见，HES细胞定 向分化技术与替代疗法相结 

合，将开辟临床医学的新境界 

然而，细胞 组织 的定 向分化还 只是 HES 

细胞技术 的“初级 阶段 ，其发展的理想 目标是 

在体外培育(克隆)出器官，以供病人移植 用 

同体 HES细胞克隆的器官进行移植，将彻底 

解决免疫排斥的问题。目前，“器官克隆”还只 

是一个 美好的愿望 ，但这也正是 HES细胞 研 

究最为诱人的前景 。 

通 过基因修饰 ，在分子水平上 彻底治愈遗 

传性疾病，是继分子生物学诞生后，人们就梦寐 

以求的理想。现在看来 ，HES细胞就是帮助人 

类实现这一理想 的载体 以病人的 HES细胞 

为操作对象，通过基因打靶技术，把敞失的基因 

定位掺入；或把内源的疾病基因删除；或对疾病 

基困进行某种修饰，将是治愈某些遗传疾病的 

希望所在。 

在药学研究方面 HES细胞可以作为药 

物筛选 的实验对象 研 究不 同化学物质对 

HES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可从中筛选出一批 

临床用药。倒如，研究饲养细胞和某些生化因 

子在体外抑制 HES细胞分化的作用机制就很 

有意义。已有动物实验表明，某些 抑制 因子对 

白血病肿瘤细胞也存在相同的抑制作用 ，这就 

开辟了研制抗癌药物的一个新的方 向。另外 ． 

通过对动物的干细胞进行基因重组 ．可以培育 

出具有特殊药用价值的转基因动物，如培育出 

能从乳汁中产生某种特殊药物的奶牛 。 

在生物I程技术领域 由于胚胎干细胞是 

进行组织培养和基 因重组的“理想工具”，因而 

发展生物工程技术少不了对干细胞的体外培养 

和实验操作。近年来，对哺乳动物干细胞的基 

因操作进展迅速 ．捷报频传，如基 因打靶、定位 

整合等技术。这些技术若在人类干细胞上实验 

成功，将使 HES细胞如虎添翼，促使相关的临 

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取得长足进步。 

在人类生枷学基础研 究方 面 通过对 

HES细胞的体外培养、建系 扩增、遗传操作、 

选择、克隆等实验研究，确助于在细胞水平上分 

析早期胚胎细胞分化的事件；同时也可以在个 

体水平上研究和分析与发育有关的基因功能、 

基因活动的特征，以及对基因活动有调节作用 

的调节因子，从而阐明人类发育、分化的机制； 

阐明人类基因表达和调控 的机制 例如 ，可 以 

把 HES细胞作上标记，转移人胚胎来研究发 

育 分化规律；也可 通过删除 HES细胞上的 

基因(基因敲除技术)后 ，观察表型变化，来确定 

人娄基因功能。可以说．HES细胞研究有可能 

成为人类胚胎学、人类遗传学以及人类基组学 

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由此可见 ，仅有 3年历史 的 HES细胞研究 

已显露出广泛的应用价值和科研价值。如果说 

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全力构筑生命科学基石的 

话，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将打开疾病治疗的突 

破 口。已经有机构预测 ，HES细胞医疗的全球 

利润将每年达到 8000亿美元 。正因为如此，国 

外许多高风险投资机构纷纷介A 。短短几年 ， 

已有数十家以干细胞研究和应用为主体的生物 

公司上 市或 成立。国内 电有 中 国医科 院血研 

所、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 、军事医科院干细 

胞服务中心、“治疗性克隆”课题组、协和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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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 公_jj等 团体从事专门研究。然而， 

HES细胞研究在向人们发出绚丽的希望之光 

的同时，人们也在预测它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 

险，思考它对现有道德体系形成的挑战 这一 

“双面利刃”是幅是祸?应当如何驾驭? 

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主要伦理争议 

在 HES细胞的获取、实验研究和临床应 

用三个过程中，都存在着若干伦理问题，诸如是 

否可以为获取 HES细咆而克隆人类胚胎?毁 

坏人类胚胎是不是扼杀生命?是不是侵犯人 

权?这种研究会不会发展为生殖性克隆?能否 

买卖胚胎或尸体胎儿组织?能否可以人畜细胞 

融台来克隆胚胎?实验操纵胚胎的期限应定为 

多长?等等 可谓意见纷呈，冲突叠起。归纳 

起来，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焦点问题。 

焦点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人类胚胎?这一 

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确定人类胚胎在道德和法律 

上的地位，引发的原因是获取 HES细胞必定 

要毁坏 5天左右的人类胚胎。来 自宗教界和反 

堕胎组织的人士往往代表着保守阵营的意见。 

他们(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某些派别)认为：在 

受精的一刹那，人的灵魂就已产生，因此人的生 

命始于受精，摧毁人类胚胎．就等于扼杀人的生 

命 ，这是侵犯人权，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是损 

人利己的行为，因而坚决反对人类胚胎干细胞 

研究 。一些从事相关研究 的科学家 、医学家和 

病人则往往代表着激进阵营的意见。他们认 

为：HES细胞研究是迈向新医学的第一步 解 

除千万个癌症患者、帕金森氏病患者和需要移 

植器官者的病痛，挽救他们宝贵的生命才是对 

人类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主张绐干细胞研究 

以宽松的政策和伦理支持 英国政府允许科学 

家破坏生育诊所所废弃的胚胎用于干细胞和其 

他研究，也可以通过试管内受精培养研究用胚 

胎 。在今年 1月，英 国上院又通过 了允许克隆 

人类胚胎以进行 HES细胞研究的法案，并将 

这一研究定性为“治疗性克隆”。0这是至今最 

为宽松的官方意见。而美国则代表一种介于保 

守意见和激进意见之间的折衷方案。布什在 

】0 

2001年8月 9日宣布资助利用现有的人类胚 

胎干细胞进行研究 ，但反对破坏新 的胚胎以获 

取干细胞。0即把官方资助的研究范 围局限于 

已经获取的64种HES细胞系列 这一决定既 

遭到保守阵营的谴责，又 【起激进阵营的强烈 

不满，他们认为这种限制“无异于制约医学研究 

的发展”，怀疑 干细胞研究的大门是否开放得 

足够大?0以日本为代表的另一种折衷方案是 ： 

把干细胞的来源局限于体外受精多余的胚胎和 

流产胎儿尸体，这样就避免了制造和摧毁新的 

胚胎。看来，造成各种意见分歧的关键问题是 

早期胚胎究竟是不是人的生命。英国新法案规 

定所有使用过的胚胎必须在 14天以内销毁 ，意 

味着在他们看来，至少在 14天以内的胚胎还不 

是人 的生命 。 

第二个焦点问题是 HES细胞研究会不会 

发展为生殖性克隆即克隆婴儿。 【起这种担忧 

的一个原因是 HES细胞的来源之一，就是通 

过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将人体细胞核移植到人或 

动物的去核卵细胞内，产生人类胚胎或嵌台体 

胚胎。这一技术不管如何受到限制，但毕竟是 

向生殖性克隆(克隆人)迈出了第一步，其行为 

本身在伦理上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原因之二是 

人们担心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有人不在一定时 

限内销毁人类克隆胚胎或嵌台体胚胎，而是将 

它植人子宫，那么将会娩出无性生殖的克隆婴 

儿，发展为生殖性克隆 而利用其他来源，如治 

疗不孕症后的剩余胚胎或体外受精创造的新胚 

胎获取 HES细胞，虽然也存在胚胎被植入子 

宫的可能。但即便事发，娩出的也不过是一个 

不台法的“试管婴儿”，它在遗传性上与克隆婴 

儿有本质不同，至少在对当事人的生理伤害上 

要远小于前者 ，即安全性远大于前者 。 

正是因为 HES细胞研究难以避免地与克 

隆人技术纠缠在一起，使刚刚有所沉寂的克隆 

人问题又浮出水面，再度成为争论的焦点。当 

2001年 11月 25日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首 

次报道克隆出含有 6个细胞的人类早期胚胎 

后，立即遭到各国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纷纷 

谴责。美国布什总统认为这项技术违反人类道 

德，要求参议院作出报告，以便他签发禁止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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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跃 蜓 柞 ：人类肛腑 干细胞研究的街在m 值和佗 。规范初抓 

人的法案 。法 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欧盟都表示 

应当全而禁止克隆人 我国卫生部也于 11月 

29日明确表示不赞成、不支持、不接受任何克 

隆人实验 ；同时赞成 以治疗和弼】防为目的的人 

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但研究必须是有序的，并要 

在有效监控条件下进行。由此看来．目前绝大 

多数国家仍然秉持反对克隆人的态度 。英国把 

“治疗眭克隆”(克隆早期胚胎用于干细胞研究) 

和“生殖性克隆”(克隆婴儿以解决生育问题)加 

以区分，并严格禁止后者。但人们仍对“治疗性 

克隆”持不同看法，如何评价“治疗性克隆”的潜 

在利益和潜在风险之间的权衡关 系，是造成分 

歧的关键所在。 

三、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伦理规范的思考 

在对生命高技术进行道德评价 时，既不能 

囿泥于现有的伦理体系，电不能盲 目趋从于科 

学发展需要 对它的评价应当建立在对特定技 

术的科学预测和价值权衡的分析基础之上。 

正是基于对 HES细胞研究的技术原理和 

潜在价值的分析，笔者认为总的来看，这项研究 

在价值权衡上是利大于弊；在道德评价上，其根 

本目标符合科技造福人类和有利于改善人类生 

存环境 的基本宗 旨 并且 、在研究 中所发生的 

伦理争 泌和所存在的潜在 风险也是可以通过对 

话和加 强社会控制而在 一定 程度 上得到解决 

的。因而 对 HES细 胞研 究 的基本 态度 应 当 

是 ：一方 面积极扶持 ，加速其实现临床应用的进 

程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对于这样一项涉及 

人类胚胎处置和克隆人等敏感问题的高科技， 

又必须 建立一系列特殊 的伦 理规 范和监 审机 

制 ，以引导它与人类普遍 的伦理框架相协调 ，把 

人类因此要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在思考 HES细胞研 究 的伦理 规范时，仍 

然要遵循无 害、有利 、尊重 、公正等生命伦 理学 

的基本原则 ，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各种伦理主张 

的背景及其台理性，并立足于我国的文化观念 

和科技发展 战略需要 综合这些 因素，我们认 

为 目前 HES细胞研究至少应 当慎重考虑以下 

的基本道德规范 ： 

1 可以从人类早期胚胎 中获取 HES细胞 

从事实验研 究，但在研 究中应给人类胚胎予一 

定程度的尊重。 

4天以内的人类胚胎仅 只是一个有 大头 

针头大小的球状胚泡．里面含有一些相同的细 

胞 它还没有分化出神经系统、大脑和其他结 

构 ，是一个既无心跳也无感知觉的细胞囊胚，在 

定性上尚属于人类细胞 ．而不是完整生物学意 

义上的人的生命 ，更不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 

上的人的生命 。因此，为开发有效治疗 技术而 

操纵和毁坏这样 的早期胚胎不能等 同于扼杀生 

命 ．也不对人类尊严和人权构成侵害 

同时，人类早 期胚胎 毕竟不是一般 的生物 

细胞，它具有发展为人的生命的潜能，它对于人 

类是有价值的，理应得到人类一定程度的尊重 

这种一定程度的尊重应当体现在：第一，没有充 

分理由不能随意制造和摧毁它，以经济和其他 

非医学 目的而从事胚胎实验研究是 不道德的， 

必须禁止。但有效治疗疾病，挽救无数病人宝 

贵的生命就是一个充足的理 由，这是 以牺牲胚 

胎的尊严来服从另一个更高的道德 目的，怡是 

体现了人类道德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和关怀。第 

_二，如果利用人工受精治疗不育症后剩余的胚 

胎就能满足研究需要 时，就无需也不应该再创 

造和毁掉新 的胚胎 第三，研究所用 的全部胚 

胎都必须在一定时限内销毁 。基于英 国限定为 

1 4天是有其科学上的考虑的，国内研究也不应 

突破这一时限。第四，严 禁买卖胚胎 。胚胎 买 

卖不仅会使之沦为商业获利的工具，有悖于对 

胚胎的尊重 ，而且还会引诱妇女为金钱而取卵、 

怀孕和按研究设计来流产，对她们的身心和胚 

胎造成伤害。 

2．在选择 HES的来源时，应遵循 一定的 

先后顺序 ，井受到某些特殊条件 限制 

在我 国目前人工流产胎儿和体外受精治疗 

不孕症后剩余胚胎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应以此 

作为 HES细胞研究的主要来源和首选来源 

运用胎儿尸体和多余胚胎在性质上属于“废物 

利用”，避开了仅为研究而摧毁胚胎的问题 而 

且，这种利用是为了挽救他人生命，估计更多的 

流产妇女和治疗不孕症成功后的夫妇，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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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不再储存胚胎，并不希望捐献给别的不 

孕症夫妇时 ，会倾向于同意 。 

只有在将来上述首选来源短缺 ，确实影响 

了研究开展 ．或研究对胚胎有某些特殊要求 ．需 

要在特定条件下产生胚胎时，才考虑用捐献者 

的配子通过体外受精创造新的胚胎 作这样的 

限制是因为体外受精产生新胚胎是把胚胎视为 

研究的工具而不是 目的，难以体现对胚胎的适 

当尊重 再者，人类妇女一个月只能排一个卵， 

手术取卵对妇女来说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估 

计无偿获取捐赠卵子是比较困难的。 

正是因为得到赠卵困难，才有人想到把人 

的体细胞棱植人动物卵泡中产生嵌台体以获取 

HES干细胞 但这种来源的问题是嵌合体是 

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因为动物卵泡中的线 

粒体 DNA也有可能参与指导嵌合体的形成． 

那么从嵌台体中提取的还是人的干细胞吗?用 

到人身上是否安全有效?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 

有人将嵌台体檀人子宫发育，将生出一个怎样 

的个体?会不会影响群体的遗传和进化?因 

此．在上述问题都未解决的情况下，应当禁止制 

造动物的嵌合体胚胎作为干细胞来源。对上述 

悬而未决的问题应当继续在动物与动物的细胞 

融合实验 中进行研究。只有 当动物实验证 明细 

胞融合实验不会引起遗传性和疾病在种与种之 

间转移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从事人与动物的嵌 

台体胚胎宴验。 

至于 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人胚作为 

HES细胞的来源，即“治疗性克隆”，只能在严 

格限制的条件下，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这 

是在权衡其潜在利弊后，以承担较大风险来换 

取更大利益 的一种考虑 治疗性克隆”相对于 

其他来源存在更多科学上、伦理上和法律上的 

问题 它发展为“生殖性克隆”的隐患最大；由 

此产生的胚胎和干细胞的安全性也不确定 ，但 

同时它又有着难 以比拟的利益和吸引力 ，那 就 

是用病人本身的体细胞克隆胚胎建立 HES细 

胞系列，把由此定向分化的组织、器官再移植给 

病人 ．因为基囡完全相同将不会发生免疫排斥 

反应，而其他来源的替代疗法都难以解决这一 

棘手问题 免于排斥反应是对“治疗性克隆”最 

1 2 

强的伦理辩护，人类因此要承受较大风险也是 

值得的 但此项研究应当限制在技术条件具备 

的有限单位进行，并接受更加严格的管理和监 

督，而且，研究的目的应是侧重于探索不发生排 

斥反应的替代疗法，而不是把克隆胚胎仅当作 

干细胞的一个普通来源。 

3．应保 障 HES细胞 的供给 者(包括剩余 

胚胎、胎儿尸体、配子和体 细胞的供 给者)的知 

情 同意权和保 密权。 

在研究和医疗领域，知情、同意和保密是当 

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确实得到保证 “知 

情”原则要求向供给者告知：目前干细胞研究的 

一 般情况及该项课题 的研究意义 ；课题研究的 

资金来源和商业利益；提供胚胎、胎儿尸体、配 

子等均属于捐赠，不能获利．但同意与否并不影 

响治疗和护理；提供配子、体细胞时本人所要承 

受的损失；胚胎经研究后要被销毁，并保证不会 

被植人子宫等等 “同意”原则要求让当事人在 

充分知情的前提下 自愿作出同意捐赠与否的决 

定，并不能以利益来引诱其作出决定 “保密” 

原则涉及当事人的名誉及其他后顾之忧．甚至 

要在供给者和研究者之间保持互盲。 

为保证供给者不被利诱、强迫或操纵．一般 

应当在供给者作出人流或放弃多余胚胎的决定 

后 ，再实施关于捐赠的知情告知和征得同意 

4．目前在干细胞研 究的奎过程 中，都应 当 

严格禁止从事生殖性克隆(克隆人)的研究。 

克隆人的问题已争论多年，但至今不能得 

到伦理上的辩护。这倒不是因为担心克隆人的 

法律地位难以确定或家庭结构遭到破坏，这些 

问题相信人类凭借其智慧和以往的经验都可以 

解决 也不必担心它会导致人类基因库多样性 

的丧失，对人类进化不利 由于生殖性克隆价 

格昂贵等原因，只会被极少数不育家庭所选用 

克隆极少数婴儿，并不会造成祸及人类进化的 

危害 

克隆人的潜在风险主要在于 ：第一 ，对克隆 

出来的人自身造成伤害 目前，克隆动物．尤其 

是那些由干细胞发育而来的动物经常 出现天 

亡、早衰或体态臃肿 、超太等问题 据东方网 

2001年8月 4日消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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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最近发现干细胞在实验 

室里体外培养时，常会出现基因破裂现象 该 

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克隆动物看上去 

很正常．其体内仍然潜伏着 DNA在培养过程 

中遭破坏的遗传因子，可能构成各种看不见的 

险情。这些细胞若在人体内破裂，就会引发诸 

如精神发育迟缓等弱智症状。创造了“多利”奇 

迹的伊恩 ·维尔穆特也就此表示：“这无疑又提 

供 了一个证据 ，表明世界各 国暂缓实施克隆人 

计划是明智的。既然其后果难以料定，又有谁 

能承担克隆婴儿带来 的风险呢?”再者．克隆人 

只有一套基因组来源，容易发生突变导致疾病； 

这种单一基因组能否抵御各种疾病因子的侵 

害，也是难以确定的。这些都还需要继续通过 

动物实验来证明。 

第二 ，社会要承 担的风险太大 因为一旦 

允许 生殖 性克隆，就难 以防止各种 目的的克隆， 

包括以攫取器官为 目的，以犯罪为 目的的克隆 

这些技术 目的已经彻底背离医学和科技 的道德 

宗旨 而且人类在目前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防 

范办法。第三，生殖性克隆的主要应用价值是 

治疗不育或不孕症，或满足一些特殊的生育需 

要。然而，这些需要 也可以通过 体外受精或领 

养后代来解决。至于以优生为 目的的克隆，也 

存在严重问题。什么是优生克隆的标准?谁有 

权决定这些标准?他人决定是否侵犯了克隆人 

的 自决权? 

综上所述 ，生殖性克隆的受益人群是很 有 

限的，其社会价值远不及干细胞研究，那是千百 

万病人的生命之光 加之其技术上还不成熟， 

社会应 用又可能带来对 当事人的伤害和众多难 

以解决 的社会问题。利弊相权，可谓“得不偿 

失”。所以，在 HES细胞研究的伦理规范中， 

应特别强调严禁从事生殖性克隆(克隆人)的研 

究 鉴于 目前已经克 隆成功人类胚胎，我国更 

是应加速相关立法．促进克隆技术的安全使用 

和健康发展。同时，国际社会还应考虑制定全 

球性公约，共同约束克篷人研究，严格防范 治 

疗性克隆”的潜在风险 

5．在把 HES细胞研究成果应用 于临床治 

疗之前，必须通过充分的动物实验 ，证明其安全 

性和有效性 

科研成果首次用于治疗病人，或多或少都 

有一定的试验性质，可称之为“临床试验”。但 

从事临床试验的前提是必须经过动物实验证明 

该项成果是安全有效的，不会对病人造成不可 

逆的损害或太大的副作用。否则．疗效不确定， 

将失去治疗的意义，病人变成了单纯的实验对 

象，损害过大 ，有违不伤 害的道德底线 ，都是 医 

学道德所禁止的 

6．研 究单位必须接受卫 生行政部 门、科技 

部门以及伦理委 员会的管理和监督 。 

在建立 、健全我国伦理和管理监控机 制的 

基础上 ，要求从事 HES细胞研究的科研单位 ， 

应在获得相应级别的生命(或医学)伦理委员会 

的审查和卫生行政部 门或科技部 门的批准后 ， 

方可执证(或执照)从事 HES细胞研究，即在 

干细胞研究领域建立“门槛制度”。在研究实施 

过程中，应当接受伦理委员会和行政机关的监 

督、检查，在其成果推广应用中，也应有伦理评 

估介人， 

对 HES细胞研究进行社会控制 的有效方 

式，就是要从伦理、行政 和法律三个方面建立 、 

健全配套机制。各种伦理、法律规范是对其进 

行社会控制的“软件”，它必须借助管理上的“硬 

件”，才能切实发挥引导和规范作用 否则规范 

将成为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渗透到科研活动当 

中{公众的担心、疑虑、道德诉求也无法影响研 

究者的行为。而生命高科技的失范、失控，将是 

导致人类灾难的巨大隐患 

注释 ： 

①②《世 界軎国 的干细胞 研究 ，《北 京青年 报 》．200i年 8月 

1 3日 

③《限制丁细胞研究范围．布什遭 会猛烈抨击}．中国日报网 

站 ．2c0i年 9月 6闩 12：00消息 

@张建杜．《科学家呼吁重视人类胚胎干细胞中的伦理问题 ． 

科技 时报}．2001坪 9 J{】3}』．★众科拄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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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nt Value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and the Preliminary Ethical View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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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atent value and the prospects of Human Embryonic SteTll Cell research．analy— 

ses the main ethical issues resulting from the research，and proposes some e1hical norm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a— 

bide by or pay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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