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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婴儿能顺利诞生吗

现在，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研究有两个禁区：一是不
允许非治疗性的生育筛选；二是不允许对基因做可遗传的人工
编辑。之所以有这两个禁区，主要是因科学家自己也心有余
悸。毕竟基因编辑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万一弄出什么不受控
制的怪物，毁灭了人类，岂不成了罪人？另一方面，一些关心
政治、法律、哲学领域的人，可能也无法接受“定制婴儿”，
他们一心只希望维系着旧秩序，恨不得开着一辆坦克，把基因
编辑实验室夷为平地。

事实上，早在2015年10月份，CRISRP技术刚刚取得突破
性进展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
会，参会者包括科学家、哲学家、律师和官员，他们大声疾
呼，在安全性和功效被确切证明之前，应禁止对人类胚系基因
进行编辑。他们在一份报告中，甚至严肃声明：基因编辑技术
可能会把人类固有的和平、尊严等置于危险境地，并且将改写
优生学。

联合国的声明没有错，但问题在于，生物技术之于事物自
然秩序的干预已经司空见惯，倘若从一开始就忌惮生物技术的

发展，人类有可能至今仍挣扎于寄生虫的折磨之中。
至于公平，确实是个问题。基因编辑有望让现实生活中出

现“完美的人类”，他们强大而温柔，相貌英俊、脾气温和，
能轻松拯救世界。显然，这对于普通婴儿来说，非常不公平。
要知道，定制的婴儿可能直接就出生在了终点线上啊……

由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公平问题，肯定会让普通父母感到
沮丧。他们给孩子报再多的培训班也追不回与“定制”婴儿的
差距。但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纵然没有基因编辑技术，孩
子们一生下来就因肤色、智商以及孩子他爸而变得不同。大家
都能接受这种不公平，而且努力地向命运抗争，正因这种抗争
与奋斗才让人类不断进步。从自然选择学说的角度讲，努力的
婴儿和他们的父母存活了下来，而不努力的婴儿和他们的父母
则会慢慢消失。最终，就实现了全面提高人类素质。从这个角
度讲，支持“定制”婴儿的诞生也不是坏事。

鉴于科学家是不会停止探索的，想必，“定制”婴儿迟早
会诞生吧。

据《羊城晚报》

伦理不容，“定制”婴儿还有争议

基因编码决定了我们的寿命都是有限的。那么，人能活
到150岁吗？

日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人类
的年龄极限成为争论焦点。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所长伊丽
莎白·布莱克本认为，人类的年龄极限在120岁到130岁之
间，但是，将其提高到150岁并非荒诞不经的想法。

布莱克本说，曾经有医生对百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做过调
查，让每人分享两个长寿秘诀，结果很多人都表示，其家族
有长寿史。当然也有另一些秘诀是因人而异。但人们发现，
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长寿基因。基因的作用机制十
分复杂，目前通过改变基因延长寿命仍非易事，人们还只是
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减少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等疾病对
寿命的影响。

英国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格拉顿则认为，人类活到
150岁现在仍不太现实。哪怕人们普遍都能活过100岁，对
于社会而言也是极大考验。为了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人们
可能要工作到80岁左右，这意味着老人仍要不断学习新知
识，提高适应能力。

而且如果人们普遍长寿，世界人口将越来越多。美国活
力集团首席健康官德里克·亚奇预计，在50到100年后，全
球人口或将达到100至110亿，其中30亿人口的增量或将来
自非洲。如何推进科技进步，以保证足够的粮食供给，避免
出现大规模饥荒将是极大挑战。

另外，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频发，对老年人来说也
是严峻考验。

人能活到150岁吗

加拿大一个科学频道“AsapSCIENCE”曾分享过一部
关于“人类1000年以后的变化”的影片。片中提到未来人
类在许多方面可能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异。

片中提到，首先，人类为了适应全球变暖的气候现
象，肤色会变得越来越深，体型也会变得越来越高、越
瘦，以便于身体散热。除此之外，在 DNA 变异的影响之
下，人类的眼白部分可能会变成红色，身体也将变得更强
壮，甚至会有人真的出现特殊的超能力，比如眼睛可以识
别更多种颜色，连在摄取营养 （即饮食） 方面，可能都有
机会出现改变，比如可以将有毒物质、金属等全部吞下肚。

甚至随着科技进步，人体还会跟各种纳米机器人结
合，让人体更强大，最终成为“半机械”的状态的存在。

除了以上变化，在人类科技进步影响下，人类还会优
先在“人造”技术上着手，像是在婴儿尚未出生前，就先
通过改造基因，因而变得更聪明、更强壮，甚至有着更优
越的外表。

不过，片中也提到，这样的方式下，很可能导致一些
全新的、针对人类的、超级致命的病毒产生，一次性就毁
灭掉全人类。 据《羊城晚报》

1000年后人会怎么变

艺术家艺术家Joerg duesterwaldJoerg duesterwald创作出的创作出的““未来的人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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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由来已久。20年来，生物学家已逐步建立起
一套成熟的基因编辑程序：首先将特定的DNA片段插入到小鼠
胚胎干细胞中，然后，把修饰过的干细胞植入到早期胚胎（即
胚囊）中，最后将发育中的细胞移植到雌性小鼠中。这种模式
下的基因编辑，体系成熟，却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和数十万的
成本，仅有30%的命中率，且仅能应用于小鼠等少数物种上。

2015年，基因编辑技术CRISRP取得突破性进展，它完美
地绕过了胚胎干细胞的操作过程，使得整个基因编辑过程快
速、精准，效率极高。这项技术具有优越性，可将一个基因快
速放到正确的位置。由于绕开了干细胞的操作过程，CRISRP
不仅降低了操作成本，而且极大地扩展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
范围。

通俗来讲，基因编辑技术能够精准地改变生物的DNA，它
能够关闭某些基因，也能够增加特定的基因，这样的技术在影
视作品中早就出现过，而如今 CRISRP 技术有望把它变成现

实。更让人兴奋的是，它的应用领域超越了白鼠、绵羊或者
“忍者神龟”，能实实在在地应用于人类，帮我们克服先天性遗
传疾病，甚至像定制“话费套餐”一样，“定制”一款婴儿。

但现在的基因编辑技术，仍仅限于实验阶段。它的安全性
尚在检验之中，对于“脱靶”的预防和处理的机制也在讨论之
中。短期内，基因编辑技术的核心应用范围还是会被用来校正
人类基因以消除疾病、构建出更具生命力的物种、消灭病原
体等。这种治疗目的的应用，符合现有的法律、宗教、哲学秩
序，于短期之内可能会让世界上先天性遗传疾病大幅度减少。

我们的麻烦在于如何看待“非治疗性基因编辑技术”。如
前文所述，CRISRP基因编辑技术高效、快速、成本低廉，准
确率高，在可预见的未来，势必会走出实验室。到了那个时
候，人类可能不仅仅满足于消除疾病，更“拉风”的应用还在
于改变婴儿的性状，改变婴儿的头发、肤色乃至智商，而且这
些性状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如何“定制”心仪婴儿

基因怎么选——男性智商由母亲基因决定

智力基因在 X 染色体。男性只有一个 X，仅来自母亲，
男性智商由母亲决定。富人多娶靓女，靓女聪明概率低，所
以男性富二代智力大多低于父代。富二代再娶靓女，富三代
智力更低。美国家族企业，到第二代手里还生存的只有
30％，到第三代还生存的剩下12％。

基因测序现在多用于试管婴儿技术

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已面世多年，由美国454生命科学
公司牵头开发。这种新技术允许在同一时间、同一表面进行
更多的测序反应。与先前的基因测序技术相比，其最大优点

是效率高，能大幅减少所需时间和费用。由达恩·威尔斯博
士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从去年开始尝试将其应用于筛查由体
外受精获得的胚胎（即"试管婴儿"），检测目的主要是胚胎是
否存在染色体数目异常。

今年5月18日，一个名叫康勒·莱维的男婴在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出生。康勒和他的父母是威尔斯博士关于新一代基
因测序技术研究应用的首个受益家庭。目前已有7周大的康
勒十分健康，各项身体指标都显示正常。

除了生孩子，基因检测还可以预防疾病

人们可以通过检测与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基因位点的变
异情况，对疾病的发生风险进行预测。基因检测则是在健康
状态或疾病早期无症状阶段进行，采集静脉血提取DNA，针
对性的对疾病易感基因进行科学检测分析，提前获知自己的
基因缺陷，在疾病发生前进行准确预防，主动改善生活环境
和生活习惯，实施健康管理，有效避免和延缓疾病发生。

2015年中国最轰动的新闻之一是全面二孩的开放。
事实上，政策放开之后，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生二

孩。对天伦之乐的幻想，远远敌不过现实的无奈，育
儿、学费、买房子，这些事情需要的金钱足以让大多夫
妻心生胆怯。更大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父母都希望孩子
能成为精英，他们拼命地在“起跑线”上较劲……“参
与一个生命的成长”这种事，的确不容易。

望子成龙的父母可能会希望能“定制一款好孩
子”。以前这只能是奢望，但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成
熟，定制婴儿这种事正越来越接近现实。只是在真正普
及之前，我们还需要考虑伦理、社会公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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