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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慧芳 刘次全：基因与生殖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基因与生殖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倪慧芳，刘次全     

 

  生殖干预是实现生育健康(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的重要手段之一。“生育健康”问题到本世纪末已发展成为人类

健康的核心,生殖干预的综合服务则是生育健康发展的新方向。 
值得强调的是,号称“星球基因大战”“人类的大科学行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ｏｍｅＰｒｏ ｊｅｃｔＨＧＰ)的

巨大成果,尤其是近几年的研究进展已使我们对于人类自身、(人类疾病与健康、包括生育健康)人类的前途与未来有了新的认识。然而Ｈ

ＧＰ的研究在建立“人类知识库”,提高人类生存质量,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伦

理道德问题。这是由于ＨＧＰ的研究本身就存在正、负方面的效应所决定的〔1〕。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客观科学的

评价,国外的伦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国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之国外显得滞后,但是,随着ＨＧＰ研究

的不断深入,与此相关的基因与生殖干预中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已经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1 基因研究与生殖干预 
(1)基因研究的背景 
基因(Ｇｅｎｅ)是指染色体(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所运载的ＤＮＡ双螺旋链上的一段核苷酸序列,该序列由Ａ、Ｇ、Ｃ、Ｔ四种碱

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它是遗传信息传递、表达、性状分化和发育的依据〔2〕。基因的现代概念是:合成有功能的蛋白质多肽链

或ＲＮＡ(核糖核酸)所必须的全部ＤＮＡ序列。根据这个定义,基因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的单位,而是整体细胞内的若干个网络的成员。 
如前所述,ＨＧ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迅猛发展。预计在2005年左右可能完成基因组全序列(3×109ｂｐ)的测定。从199

5年开始,科学界又提出了“后基因组时代”(Ｐｏｓｔ-ＧｅｎｏｍｅＥｒａ)的概念,人们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基因组及基因功能的

研究,进而阐明基因组的整体功能及其调控,并针对“人类基因网络”开展大规模的基因及其相关领域(包括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协同

研究〔3〕。 
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目标不仅要从整体上阐明人类遗传信息的组成,而且要识别约10万个人类基因结构,包括所有与生殖过程有关的遗

传性疾病及其若干有遗传背景多因素疾病的相关基因,并研究其功能及其表达调控方式〔1〕。无数事实说明,人类疾病(无论是单基因病或

多基因病)的发生都与遗传和环境这两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国际上又提出了“基因预防”的概念,即从基因的水平来分析、诊

断、监测和控制疾病。仅就基因病而言,迄今为止,已知人类基因病约在5000种以上,其中,单基因病约占30%,多基因病约占70%。多基

因病违反了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如何防止这些致病基因遗传给后代,科学家们对致病基因的研究已经从仅对遗传病基因的探索,上升到对其

相关调控环节的干预(包括生殖干预)这一全新的角度,并借助于包括外源基因在内的基因网络和相关技术来避免遗传缺陷,以达到提高人类

生存质量的目的,这已成为生物医学的前沿。 
(2)ＤＮＡ克隆的引入意味着什么 
克隆(Ｃｌｏｎｅ或Ｃｌｏｎｉｎｇ)是指以无性生殖的方式产生后代。其特征主要有二:一是亲子代遗传物质在理论上完全相同,即具

有相同的基因型;二是经克隆可产生大量具有相同型的个体。由于克隆技术具有这两个特征,因而它与遗传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作为生物工

程的关键性技术,它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人类的生存与健康、粮食、资源、环境保护等)中,具有特殊的作用〔5〕。 
生物的生殖方式有两种:一是无性生殖;二是有性生殖。高等动物、尤其是哺乳动和人,其ＤＮＡ信息量巨大,细胞高度分化,机体非常

复杂,因此,在自然界中一般是严格按有性生殖的方式来进行繁衍的。然而,克隆绵羊“多利”的诞生,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多利”打破了

哺乳动物繁衍必须由两性生殖细胞来完成的自然规则。近几年来的研究证实,高等生物的体细胞也具有全能性,这就使人的克隆在理论上成

为可能〔6-8〕。但是,能否克隆人这个问题,目前尚存在争议。反对克隆人既是出于科学的理由,也是伦理道德的需要。这里,既涉及到科

学研究是否有“禁区”,又涉及到科学自由的限度如何确定,当然,伦理道德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展。但是,运用

克隆ＤＮＡ来干预生殖过程中可能会遗传的致病基因,则受到科学界的普谝关注。伴随ＨＧＰ研究的重大进展,近十年来,科学家们已使381

0个基因定位,3787个基因被克隆,6678种疾病被认为是遗传病,其中多数可能是基因遗传病〔9、10〕。随着对大量被克隆基因的详细深

入的研究,通过分子克隆技术(又称为ＤＮＡ重组技术),即通过克隆(拷贝)得到所需要的基因来置换缺陷基因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将引发人

类生育史上的一场变革。 
传统生殖过程的干预通常分为:人工授精、体外授精和无性生殖(克隆)等三个方面。ＤＮＡ克隆的引入将主要在第三个方面影响生殖



过程。那么,ＤＮＡ克隆的引入意味着什么?从生育健康的角度看,人们有可能通过基因的“剔除”、“插入”、和“替换”,自由地组合成

较为“完美”的基因来干预生殖过程,以达到提高人类的生命质量,有利于个体身体健康的目的。ＤＮＡ克隆的引入,可能影响自然生殖过程

中的任何阶段,这种人为的干预打破了自然生殖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遗传性状,使生命的产生具有强烈的“人为”色彩,使人成为生

殖的选择者、设计者和干预者,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人们关于生育模式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3)ＤＮＡ克隆或外源基因与传统的生育模式 
随着基因定位及识别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已经得出生物物种内个体的差异是由于基因组中基因表达的差异所致,而种间的差异则

是由于基因组中基因序列的差异所致的结论〔11〕。与此同时,一些遗传疾病是由基因所致也得到了证实。那么,这些疾病基因是如何起源

的,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同样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总之,对“基因”的深入研究和迅速发展的ＤＮＡ克隆技术已经为

基因对生殖干预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就人类的生殖而论,传统的生殖过程可以表述为: 
精子+卵子——遗传物质相结合——授精卵胚胎——婴儿 
这是生命产生的完整过程。那么,ＤＮＡ克隆或外源基因的引入,对这样的生殖过程进行干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呢? 
除前面所述,ＤＮＡ克隆的引入,将可能对传统生殖过程的各个阶段产生带有“人为”色彩的干预(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揽子伦理和社

会学问题)外,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还要求(包括基因治疗在内)ＤＮＡ克隆和外源基因的“操作”要进行到生殖细胞的水平,即进行到有性

生殖过程。因为,我们知道,繁殖具有遗传疾病的后代,不仅不利于人类总体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

是一些带有明显遗传疾病人口的超生,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可以提高我们对生殖过程中某些不测事件的处理能力,如建

立基因库,以确保人类基因组合的“完美”。再者它将对人类进一步揭示生殖过程的深刻内涵从一个新的侧面提供基础性的成果,从而推动

“基因与生殖干预中伦理问题研究”的发展。 
2生殖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1)生殖干预的科学性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命科学,它在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

野。它为人们提供了人类有可能进入一个按照自身需要改造和创造生命及新物种的科学领域。 
人类可能按照自身需要来改造和创造生命,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命质量,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同时,当人类在个体生命产生的

过程中,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生殖干预时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2)生殖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任何一项科学的新发现都将伴随着对伦理道德的冲击和影响。ＨＧＰ研究正式启动七年以来,伴随着这项研究中所涉及的伦理学、社

会学和法律问题一直是科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争论的热点〔12〕。 
ＤＮＡ克隆不仅将改变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而且还可能改变人们传统的生育方式,对此,传统的伦理道德将迎来新的挑战。 
①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及定义; 
②人为干预生殖过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 
③如何正确理解遗传、发育、进化的统一性; 
④生殖干预对人类生命健康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3 客观、科学地对生殖干预进行评价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当它被广泛深入地运用时,它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有时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因此,在ＤＮＡ克隆及生殖干预中,需要

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的参与便是题中之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ＤＮＡ克隆对生殖干预将引导人类向理想的自由王国迈进时,我们不能忽略

它的负面影响。 
(1)生殖干预的负面影响 
利用生殖基因技术改变患有遗传性疾病人的基因结构,从而确保“不利”基因不会遗传给后代,这种用人工的优生优育方法代替自然选

择的功能,必然涉及到人类遗传学与迄今仍有争论的优生学的核心。 
①基因拼接(重组ＤＮＡ)把“完美无暇”的基因组合作为人类扬长避短的追求目标时,经过人为重组后的基因是否完全适应自然环境

对人的自然选择?这种重组将改变受操作个体的基因结构,因整合在生殖细胞上的基因会传给后代,这将对人类基因有持续影响,因此,涉及到

改变人性的道德限制和对后代的责任〔13〕。对事与愿违的后果又如何评价? 
②当科学对具有遗传基因低劣的人进行检测后,是否会导致“基因歧视”?个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得到保障? 
③如果不对生殖技术进行伦理甚至法律的界定和规范,生殖技术可能被滥用,它将给人类和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④传统的“生物人”与“社会人”的界限将因生殖干预变得模糊不清。 
⑤当基因被当作一种商品,某些科学家如果从经济利益和其他目的出发,可能会发生“抢夺”基因并注册具有商业价值的基因专利权

时,生命与商品的法律界限如何确定? 
⑥在生殖干预中,人们对自己的缺陷基因是否具有隐私权?如果有,这种隐私权可能会被侵犯,法律如何对其进行保护? 
(2)建立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 
对于生殖干预中可能会出现的上述问题,我们既不能因此否定基因技术在造福于人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能忽略它。因此,建

立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便显得尤其重要。 
①生殖干预的目的应当定位在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生命质量和生存质量上,背离此目标的一切行为都应当受到道德的抨击乃至法律的禁

止。 



②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们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社会科学家应该从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寻

找理论的支撑点,建立符合整个人类发展的道德规范及法律准则;自然科学家则可以从新的伦理道德中获得支持。这对于促进交叉学科的发

展,具有全新的意义。 
③基因是一种资源,为了防止有限的基因外流,国家要制定关于保护基因的法律。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六月十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

学技术部和卫生部制定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对人类遗传资源的内容及其保护的方法、管理机构和管

理办法及其程序、知识产权以及违反该办法的法律责任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对于国际合作中关于人类遗传资源(包括基因)的样本采集,

特别对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域作了严格的限制,这为我国保护基因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笔者认为,国家还应该尽快制定有关基因的

专利保护(该办法中关于基因专利的规定不够明确)。基因就是财富,其密码一旦被解读,用以对人类生殖过程实施有效干预、分离并获取有

益于人们健康的基因,进而投入生物制药,其科学价值和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取得自己的专利基因,我国的某些基因很

可能会变成外国公司的专利〔14〕。我国21世纪的医药工业、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治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我国的遗传工程产品在

一定程度上将会受制于人。 
④对生殖干预必须进行规范管理,如对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要建立科学、符合伦理道德的严格管理制度,避免因管理不善造成利用该

技术出生子女的家庭身份和由此引起的亲子关系确定、抚养、继承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因此,用法律来确保这类人的合法权利是非常必

要的。 
⑤建立协调、适应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则,即确定人为引导自然进化与自然进程间的关系,并对它们所产生的后果作出预见性的评

价。 
总之,通过ＤＮＡ克隆对生殖过程进行干预还存在一些技术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以便为我们提

供新的思维方式来使之进一步深化。相信人们将会以更多的理性和信心来解决生殖干预中的科学、法律和伦理问题,从而创造人类更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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