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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在上世纪后
)$

年的快速发展，特别

是近十几年来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的进展以及生物

经济时代的迅速临近，使生命科学一跃而成为最受

人们关注的一门科学。

生命无穷的奥秘，诱发出人们对探究这种奥秘

的极大兴趣。更由于生命科学与人的生活、健康和

环境密切相关，使人对其格外重视。人类要想了解

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必须要学习和研究生

命科学。人的正确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形成，国民素

质的提高，都要求用生命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生

命科学的发展实质上不仅与个人，而且与民族和国

家的发展，甚至与地球的未来都息息相关。

随着生命科学知识与时俱进的拓深和拓宽，即

使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也深感自

己的知识面过窄或知识急剧老化，至于普通百姓更

是可想而知。我国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中只有一小部

分学习生命科学（包括农学和医学）。这表明我国极

大部分人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周曾铨

教授推算占全部人口的
**+

）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

育的生命科学教育。如果这是一个缺憾，就需要加

以补救。办法有两种：一是加强中学的生物课教学；

二是在大学把生命科学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或先

以讲座（有的学校可能已实行）或选修课的形式出

现，再过渡到必修。加强生命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普

及，至少会带来以下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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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国人确立正确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生命科学的发展从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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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至今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似乎已应确立进化

论的观点。但实际上至今，神创说仍十分流行。这说

明学习进化论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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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预防疾病，延缓衰老。随着我国进入

老龄社会以及许多老年病迅速向中青年逼近，国

家、社会和个人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许多有识之

士指出，很多疾病和死亡起因于“无知”。而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保护健康也需要有一定的生物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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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避免虚假广告或宣传的误导。所谓

核酸营养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邹承鲁院士早已在

报刊上详细阐明核酸不在营养物之列的科学道理，

并指出：“核酸是决定生物体遗传特征的物质，如果

外源核酸能随意进入人体细胞，那不就会造成人类

遗传特征极端紊乱的灾害性后果了吗？”可是目前

仍在大做核酸的广告，并宣称某某核酸是奥运会的

指定营养品。另一个例子是褪黑素（
-./012343

，我国

商品名“脑白金”）。美国的商品说明是：“促使较多

睡眠。褪黑素是人脑松果腺产生的一种激素，据信

可维持正常睡眠。但上述内容未经食品和药品管理

局认定。本产品不用作诊断、治疗或预防疾病之

用。”可惜国内的广告都没有这样客观和真实，再加

上有关部门管理不力，这就需要更多地依靠我们所

掌握的知识来提高自身的判断力。

（
&

）有利于对相关问题做出正确判断。浏览报

刊上生命科学研究新进展的报道，可以对克隆、转

基因、干细胞、外来物种入侵、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等

有更深的认识。对于日常生活中有关的争论，如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等问题，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有

没有所谓“野人”的问题也是如此，相信有野人的人

都不是学生物学的。对上述问题的各种判断即使不

完全正确，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修正。引起

全民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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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正确处理人与生物、人与环境的关

系，自觉保护濒危物种和生态环境，回归自然，做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不能不承认，发达国家



的国民一般而言在这方面的素质较高。例如，我们

不大看到他们会任意破坏一草一木，会不加限制地

采集生物标本，去随地吐痰、乱扔废物破坏自然环

境。倘若人人都认识到一个物种经过几千万年、甚

至几亿年的演变形成不易，认识到一个物种的灭绝

或生物间某种自然平衡关系的破坏可能带来的巨

大损失，树立起正确的生物哲学和生物伦理的观

念，自然就容易形成良好的素质，约束自己的行动。

谈到生命科学，自然离不开生物的进化，下面

我想转而就这个论题谈一点看法。

美国进化论学者迈尔（
!"#$%&'

）认为“进化论是

生物学最高的统一理论”。另一位科学家杜布赞斯

基（
("#)*+,-%./0&

）曾说：“只有进化论才能解释生

物学中的一切”。对于他们两位的观点，相信大多数

人都会同意。北京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著名动物学

家陈阅增教授生前在中国动物学会一次会议上说，

动物学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在中国动物学会
12

个

二级学会中各开各的专业学术讨论会，一级学会以

什么题目能吸引大家一起讨论呢，只有进化论。为

此，动物学会成立了 “进化论专业委员会筹备小

组”，开展了数次学术讨论，吸引了植物学、古生物

学、地理学等各个有关领域的学者参加，取得了良

好效果。当时期望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进

化论的学术团体，以推动我国进化论研究的发展。

陈老的这一建议无疑是高瞻远瞩、极有远见的。

我觉得现在是加强研究进化论的时候了。克隆

羊多利的诞生以及随后克隆牛、克隆鼠等的成功，

证明了生物技术的巨大进展，给人们带来成功的喜

悦。后来发现克隆羊、克隆牛可以正常生育后代，又

发现在某些克隆动物中并没有发现染色体端粒一

代一代缩短的现象。于是大家都很乐观，似乎只要

克隆技术不断地改进，就可以达到与正常生殖一样

的结果。我们可以以此来拯救濒危动物，吃克隆的

牛肉、牛奶，乃至克隆出人来。但与此同时带来一个

问题，即如何用进化论来解释一些现象。

例如，在生殖方面，进化的趋势是从无性到有

性。较原始的动物无两性的区别，后来有了雌性和

雄性，但可能是雌雄同体而要异体受精的，后来又

发展到雌雄异体。雌雄异体也可能有孤雌生殖，其

中少数种类（如轮虫、盲蛛）迄今尚未发现雄体。但

没发现不等于没有，只是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否则

它就没有出现雌体的必要。现以原始的单细胞生物

纤毛虫（它们不属于动物界，所以还算不上“动物”）

中大家最熟悉的草履虫为例，看看它如何进行生

殖。草履虫在进行数十或数百次横分裂后，必须进

行结合生殖或内合生殖才能继续生存和传代。结合

生殖时，草履虫经历复杂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的相互

作用以及两个草履虫间移动原核的互换而与对方

的静止原核融合等过程，许多地方酷似高等动物的

精、卵的发生与受精。而且虽然纤毛虫本身似乎没

有雌雄之别，但经过深入研究的物种确实表明有交

配型，属于结合只能在不同交配型之间进行。无性

生殖可以说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而有性

生殖相比之下似乎是“少、慢、差、费”的办法。那么

生物在进化中为什么要从前者发展到后者呢？其中

必有它的道理。

人类在生物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是可喜

的，也必然会为人类造福，但如果轻易从一两项结

果得出结论似为时尚早。或许科学上有新的东西有

待我们去发现，对进化过程有新的认识；或许我们

对数十或数百代后可能产生的恶果尚不清楚。回想

当年，我们砍伐热带雨林种橡胶，或围湖造田，或铲

草地种庄稼，或改造湿地为良田，确实让我们看到

种种好处，也得到过一时的经济实惠。但现在又发

现有许多弊病，正在逐步纠正，如退耕还林、还草、

还湖，因为它违背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我们现在又

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来改造几亿年通过进化产

生的生物物种甚至人类自己，并同样宣传它的种种

好处。但愿在改造生物的过程中，牢记前车之鉴，不

要为子孙后代留下遗憾。

据报载，美国科学促进会今年
3

月发布一个支

持进化论的声明，提出虽然在进化的模式和过程上

科学共同体存在合理的争论，但关于进化的真实性

和自然选择作为主要的机制方面，由于存在充分的

证据而是无可争辩的。为此，我建议：第一，尽早成

立有关生物进化的学会，以加强各领域有关专家的

联系和学术交流；第二，加强开展有关克隆、转基因

等领域中涉及进化论观点的学术问题研讨，预测今

后可能对社会、生物或自然界造成的后果，预测人

类的进化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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