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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随之兴起的功能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学研究
热潮的带动下，生命科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在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合作努力下，人类基因组常染色质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序列图已于2003
年底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基因组中编码蛋白质的基因数量仅为2万～2.5万个，远低于原先的估算值5万～10
万。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基因转录本加工的复杂性，所编码的蛋白质种类则远远大于基因的
数量，而基因组中存在着大量非编码的RNA（核糖核酸）的基因，其产物可能以多种形式（如微
小RNA和干扰RNA等）调节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表达。
基因组中存在的大量序列变异也是个体和群体生物性状差异的重要遗传学基础。
生物大分子构成的代谢网络在催化大量小分子化合物产生的同时，其自身功能也受到小分子活性代谢
物的调节。
此外，基因组表达也受到。
DNA甲基化和核小体组蛋自修饰状态等表观遗传学机制的调节。
当前，生命科学正向着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局部与整合相结合的方向迈进，而且愈益重视生命
系统内各成分相互作用的系统行为和动力学。
随着以“组学（一omics）”数据为基础的数学建模和在分子、细胞、器官和整体等不同水平的实验验
证间的交相促进.，一门崭新的学科——系统生物学已展现在我们面前，并将引发整个科学和技术的革
命。
基因组科学不仅为解析进化、遗传、发育、脑和认知功能等生命复杂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而且必将
成为21世纪医疗业、制药业、农业、工业、环保等行业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强大推动力，为生物产业和
生物经济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大量事实表明，人类在分子水平上全面地认识自我，阐明健康和疾病的遗传学基础，必然为重大疾病
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带来全新的机遇，药物发现和创制的进程也将加快。
除了人类基因组研究外，越来越多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基因组研究的不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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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基因组研究丛书》的专著之一，《基因伦理学》以基因伦理问题研究为主线，关注当
代基因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围绕基因—检测、基因—治疗、基因—生殖、基因—克隆和基因—生态
等不同层面，分析基因组研究、基因测试、基因诊断、基因治疗、转基因研究、基因信息、基因专利
等具体研究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而讨论生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阐述基因伦理研究的基本原则、基
因伦理的价值选择与制度安排。
　　本书稿共分9章，讨论了基因伦理学的兴起、基因组研究的伦理问题、基因测试的伦理问题、基
因诊断的伦理问题、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转基因研究的伦理问题、基因信息的伦理问题、基因专利
的伦理问题、生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以及基因伦理学与人类社会未来等内容，并列出了若干基因伦理
的国际公约和宣言。
　　本书稿的撰写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尝试与努力，即立足基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立足科技
发展的人文关怀要求，关注基因伦理问题，在探讨解决基因伦理问题的基础上，推动基因伦理的研究
和发展，进而催生基因伦理学这一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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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庆澧，前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及副总干事，现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国际生命伦理
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顾问。
在医学、国际公共卫生和医学伦理等方面学养深厚，对生命伦理的国内外状况和发展趋势有着全面的
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广泛的影响。
陈仁彪，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医学遗传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免疫学研究所所长，
免疫所免疫医学研究室主任。
长期从事遗传病研究，是我国白细胞抗原研究的创始者。
1 998年退休后，从事生物医学伦理学研究，协助创立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伦理学部。
目前主要从事干细胞伦理研究。
张春美，上海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伦理学部副主任。
著有《DNA的伦理地位》（2006），译作《真该早些惹怒你——关于科学、科学家和人性的随笔》
（2004）。
发表《器官采集若干模式带来的伦理纷争》、《基因技术与伦理》、《基因决定论的伦理审视》、《
两种文化与基因伦理的兴起》、《伦理的责任》等学术论文。
现正主持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因技术之伦理研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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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研究的伦理问题§5.1 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思路5.1.1 遗传工程小鼠研究的技术体系5.1.2 小鼠逆向
遗传分析的知识贡献5.1.3 转基因动物与哺乳动物克隆§5.2 转基因研究的社会效应5.2.1 转基因农作物
与转基因食品5.2.2 乳腺生物反应器和异种器官移植5.2.3 人工合成新生命§5.3 关于转基因研究的伦理
思考第6章 基因信息的伦理问题§6.1 人类基因信息的收集6.1.1 基因组数据库：基因科技研究的原始数
据6.1.2 刑事DNA数据库：法庭科学的重要工具6.1.3 人口基因数据库：作为疾病治疗的科学基础§6.2 
基因信息的伦理管理6.2.1 冰岛模式：《卫生部数据库法草案》与《生物银行法》6.2.2 英国生物银行的
伦理管理§6.3 基因信息的伦理研究6.3.1 群体知情同意6.3.2 基因信息的伦理讨论6.3.3 基因信息的社会
问题第7章 基因专利的伦理问题§7.1 基因专利的产生及其特点7.1.1 第一个遗传工程微生物专利7.1.2 人
类基因专利：生命成为发明7.1.3 人类基因专利的特点§7.2 基因专利的伦理争论7.2.1 人类基因是科学
发现还是技术发明?7.2.2 人类共同遗产拥有知识产权是否恰当?7.2.3 基因专利与人的尊严§7.3 基因资源
的公平使用7.3.1 基因资源的争夺7.3.2 基因资源与卫生资源分配7.3.3 中国生物技术专利的发展第8章 生
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8.1 基因技术发展与伦理行为价值8.1.1 科技成为强势文化，存在排拒伦理倾
向8.1.2 科技负面效应显现，催生了生命伦理学科8.1.3 科技和伦理不是对立，而是相互渗透良性互动
§8.2 生命科学家的伦理社会责任8.2.1 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全人类性8.2.2 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全局性8.2.3 
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全过程性§8.3 生命科学家科研行为的伦理规范8.3.1 国际组织对科研行为伦理规范
的要求8.3.2 我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伦理规范建设8.3.3 生命科学家的行为伦理规范第9章 基因伦理学与人
类社会未来§9.1 基因技术的社会评价9.1.1 基因技术的正面社会效应⋯⋯附录 有关基因伦理研究的伦
理宣言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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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1874年瑞士化学家米歇尔（F.Mischer）就发现了核酸，但DNA是否与遗传有关，仍不得而
知。
1944年，美国细菌学家艾弗里（QAvery）及其同事进行的肺炎球菌实验）证明了DNA与遗传的相关性
。
他们用致死菌株的细胞膜、蛋白质和DNA分别试验，发现只有DNA可以完成转化。
他们认识到，DNA就是遗传物质，而过去则认为蛋白质是遗传的基础。
所以，艾弗里的实验标志着DNA“黑暗时代”的结束和“分子遗传学”的开始，艾弗里是分子遗传学
的鼻祖。
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M.Wilkins）等用X射线衍射技术研究’DNA结构，发现DNA
是一种螺旋结构；1951年底，女物理学家富兰克林（R.Franklin）拍到了一张十分清晰的DNA的X射线
衍射照片。
1952年英国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生物化学家克里克（F.Crick），与美国青年生物学家沃森（J.Watson
）合作研究DNA结构，试图揭示和阐明遗传信息的结构基础。
1953年2月的一天，他们宣布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DNA是由两条核苷酸链组成的双螺旋结构的分
子，是决定生物遗传的化学分子。
有趣的是，他们是在剑桥的一家酒吧宣布了这一重大科学发现。
根据这一发现，他们在实验室中搭建了一个DNA双螺旋模型，正确地反映出DNA的分子结构。
同年，他们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将这一成果公诸于世。
这一成果后来被誉为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发现，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从此，遗传学的历史和生物学的历史都从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段。
DNA双螺旋结构表明，生命是一个不断复制和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DNA的复制，它已被科学
家所掌握。
DNA在复制时，首先双螺旋逐渐解开，借助特殊的酶，以每条母链为模板，合成一条与它互补的子链
。
这就如同仿造楼梯一样，先把两扶手拆开作模板，用原料按模板原样各造一条扶手，然后配成两条双
扶手螺旋形楼梯。
DNA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一份一份地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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