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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仁宗：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

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 
邱仁宗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全球化和高技术的推广应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然而,我

们也不应忽视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将一切商品化的倾向,而在高新技术发展应用过程中则容易有客体化的倾向。例如随着辅助生殖和基

因研究的进展,有人想设计、制造婴儿。于是,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能够像其他客体一样被设计、制造吗?这个问题也涉及对人的价值和尊

严持什么观点的根本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生命科学中若干高新技术引起的伦理问题。 
    1 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的特点 

高新技术的伦理问题的特点,其一是它对社会或人类的影响深远,影响所及,不限于本社区、本国,而且涉及地区、全球和整个人类。其

二,在利用高新技术干预人体过程中涉及的因素众多,而其中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因而使得我们已有的评估手段,例如成本-效益分

析、风险评估方法,不能应用。评价与高新技术有关的行为的伦理框架仍然是:不伤害人Ｎｏｎ-ｍａｌｅｆｉｃｅｎｃｅ,尊重人Ｒｅｓｐ

ｅｃｔ,有益于人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公正对待人Ｊｕｓｔｉｃｅ,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助团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这五项基本原则

体现人类及其社会的本性、价值和尊严。 
2 异种移植 
(1)异种移植(ｘｅｎｏ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概念 
异种移植是将器官、组织或细胞从一个物种的机体内取出,植入另一物种的机体内的技术。这种从一种物种体内取出,植入另一物种体

内的器官、组织或细胞,称为异种移植物(ｘｅｎｏｇｒａｆｔｓ)。 
异种移植是现代概念。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女巫瑟茜(Ｃｉｒｃｅ)给奥德修斯(Ｏｄｙｓｓｅｕｓ)手下的人喝了一种奶酪、蜂蜜和

葡萄酒的混合物,他们长出了猪的脑袋和猪鬃〔7〕。但这里并无异种移植的含义。我们过去骂不仁不义的人“狼心狗肺”,也没有想到异

种移植的含义。异种移植的提出源于移植器官的严重不足。在我国,移植器官的供不应求已经众所周知,无须赘言。但就是在发达的英国,可

供移植的器官仅能满足50%的病人,其余50%的病人只能在痛苦的等待中去世。人们也企图寻求解决移植器官供不应求问题的不同途径:

①设法扩大人体器官来源。在这方面我国是大有可为的。但在发达国家,人们觉得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交通安全措施

的显著改进,使得因交通事故而致的脑死亡病人大为减少,因而减少了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来源。另外由于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家庭感情

等原因,社会上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死后捐赠器官。②开发机械装置/人工器官。但人工器官引起的凝血、损伤血细胞、电源供应问题

很难解决,而且价格昂贵:在英国一个人工心脏花费3万英镑。③异种移植。人们自然想到动物器官来源方便,可解决可供移植器官的供不应

求问题,另外动物器官可能价格低廉,如果真能如此有利于挽救生命、改善生命质量、减轻人类痛苦。〔3〕〔4〕 
(2)异种移植历史 
利用动物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进行移植从60年代开始。利用灵长类动物进行异种移植均在美国: 
·1964年:六个病人接受黑猩猩肾,5人几天内死亡,1人存活9个月,六个病人接受狒狒肾,两个月内全部死亡。 
·1984:一女婴接受狒狒心脏,存活20天。 
·1992:一病人接受狒狒肝,70天死亡。 
·1993:一病人接受狒狒肝,26天死亡。 
·1995:12月一艾滋病人接受狒狒骨髓移植,1996年离开医院,不知道是否成功。 
利用其他动物进行异种移植: 
·1964:英国第一次用猪心瓣膜移植,现已成为常规。 
·1968:一病人接受绵羊心脏,立即死亡。·1992:一病人接受猪心脏,存活不到24小时。 
·1994:10个瑞典糖尿病病人接受猪胎胰岛细胞。猪细胞在4个病人中存活14个月,产生的胰岛素极少。 
·1995:4个帕金森病人在英国接受猪胎神经组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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