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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中国基因编辑研究第一次因
为伦理问题遭到质疑。2015年4月，中山
大学教授黄军就在生物学杂志 《蛋白质
与细胞》 在线发表的一篇研究称，他的
团队完成了全球第一次在人类胚胎进行
的基因修改实验。那时正是首届国际人
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当时许多中
国科学家曾站在黄军就一方，翟晓梅就
是其中一位。她表示，黄军就的实验属
于“前研究”，“完全谈不到临床试验”，
是为了加深对技术知识的理解。团队使
用的是医院废弃不用的胚胎三原核，仅
能存活几十个小时。

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
上，翟晓梅本来要介绍中国在生命伦理
方面的发展，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
质疑，但会议前一天这则基因编辑婴儿
诞生的消息让她感觉是一种打击。

在翟晓梅看来，贺建奎的试验“就
是学术失范，有很大的问题。”她说，

“孩子都生出来了，才跟学术界报道，太
过分了！而且我们国家的现有的法律法
规都是禁止这么做的。”

而陈凯教授则认为，相比于伦理问
题而言，更重要的是试验的安全性尚未
得到解决。陈凯表示：“在安全性无法得
到保证前 （不能进行相关试验），这是无
可争议的底线，他的做法绝对是错误
的。”

在翟晓梅看来，一个理想的伦理监
督委员会本可以避免这次的情况出现。
他们将“熟悉中国国情和相关法律法
规”，而不是只知道走完一趟所谓的标准
操作程序（SOP）。

据《北京晚报》

一对基因编辑双胞胎引发轩然大波
国家卫健委回应：认真调查核实 依法依规处理
122位国内科学家声明：对人类的潜在风险和危害不可估量

11月 26日，也就是第二届国际
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深
圳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
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 2018年 11月
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
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
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
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哗
然，122位科学家发布联合声明称，“直
接进行人体试验，只能用疯狂形容”。
国家卫健委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
真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深圳市医
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作为此次峰会会务委员会中的中
国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
教授翟晓梅说，参会成员因这个消息

“炸锅了”。同时，这项研究也将中国
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问题推到国际学
术界的怀疑目光之下。

贺建奎是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
副教授。他此前招募了一些夫妇，希
望通过针对他们的孩子CCR5这个靶
点，从而能够让这些夫妇的后代能够
抵抗HIV、天花以及霍乱等疾病。

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手术比起常
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
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
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
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
里 。 他 的 团 队 采 用“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
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
手术刀”。

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基
因，该基因是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
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
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的人天
然存在CCR5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
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
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
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病毒。

CRISPR/Cas9技术自问世以来就
因简单、高效备受瞩目，但与之相伴
而生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尤其是针
对人类基因编辑几乎被视为“禁区”。

“（这个操作）是会降低一些患艾
滋病的风险，但是这种基因编辑不
能够完全模仿CCR5基因的特异性缺
失。”一位相关领域科学家告诉记
者，“基因编辑对婴儿会有一些潜在
的健康威胁。并且此前有研究发
现，CCR5基因突变会提高其他一些
病毒感染风险和癌症的发病率。”

清华大学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
心的博士生李杨阳说，贺建奎的这
项研究对HIV的免疫是毫无必要的，

“即使父母是HIV感染者，目前也已
经有成熟的技术保证生出健康的孩
子。”他表示，一个健康的人，如果
做好防护，也不会感染HIV。澳大利
亚彼得·多赫提传染病与免疫研究
所的研究员刘浩铭表达了类似的观
点，贺建奎使用的免疫手法仅对免
疫部分种类的艾滋病毒有效，但对
目前中国流行的AE重组亚型无效。

贺建奎在一段英文视频中回应称，
“我们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一
如七十年代的首例试管婴儿，既然现已
公认辅助生殖技术对家庭有益，那么基
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将会是合情

合理的。”在他看来，这项基因编辑
“是一种类似于疫苗的疾病预防”。他在
视频中表示，尽管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有
些争议，但相信一些家庭需要这项技
术。

“基因编辑婴儿”真能免疫艾滋？

回 应

消息一经披露，引发了广泛关注和
质疑。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总经理程珍
回应，这个试验不是在和美妇儿科医院
做的，孩子也不是在和美妇儿科医院出
生的，至于网上流传的那张申请书，医
院也不了解情况，目前正在调查核实。

原国家卫计委于2016年公布的《涉
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明
确规定：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

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
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
立伦理委员会，并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时任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务部主
任的秦苏骥告诉记者，当时他也是伦理
委员会成员，但他并不知道医院跟贺建
奎团队开展了该试验，医院也没有开过
这个会议。而且作为伦理委员会成员，
他的签名并没有在申请书上。

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并不了解情况

贺建奎就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就此
事发布声明称：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
副教授 （已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停薪留
职，离职期为 2018 年 2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
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对

于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
体胚胎研究，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
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学校
将立即聘请权威专家成立独立委员会，
进行深入调查，待调查之后公布相关信
息。

南方科技大学：严重违背学术伦理和规范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于
11月 26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
的调查，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
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实，有关调查结
果将及时向公众进行公布。经查，深圳
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未按有
关要求在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进

行备案。
11月 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也对此事做出回应。国家卫健委表示对
此事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
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
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
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国家卫健委：认真调查 依法依规处理

11月 26日傍晚，122位国内科学家
在微博发布“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
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直接进
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科学界争议很
大，在科学上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
任何创新及科学价值，但是全球的生物

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
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
重要的伦理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
响。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
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
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
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科学家：对人类的潜在风险和危害不可估量

贺建奎：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

后 果

中国基因编辑研究再次受到质疑

11月26日，来自深圳的研究人员贺
建奎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
中国“健康”诞生。消息一经公布，旋
即引起质疑。

借助先进的技术让人类拥有更加美
好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善意的逻辑。
科学构想可以天马行空，然而一旦牵涉
到生命安全和社会伦理，具体的操作和
执行过程就必须严格遵循学术伦理和学
术规范，不可越雷池半步。基因编辑实
验因其不可逆性而存在巨大潜在未知风
险，如果缺乏严谨规范的医学伦理审查
保障，实验结果将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

生命科学以其美好前景带给人们无
限遐想，基因编辑技术加速发展让人们
看到了规避疾病、拥有健康、益寿延年
的曙光。然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应当在
科学伦理面前止步。为此，人们制定并
完善了科学伦理规范，约束任何可能超
越底线的行为。

这一现象在暴露出试验方违背学术
伦理和学术规范的同时，也暴露出生命
科学领域对学术伦理的监管盲区。显
然，只有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才能让
监管不会“慢半拍”。有关部门只有加强
对前沿科技的深入研究，完善法规，加
强监管，才能让新技术应用在生命伦理
与规范红线内造福人类。

技术应用当在伦理红线前止步

贺建奎1984年出生于湖
南，公开身份是南方科技大
学生物系副教授，南科大官
网显示，其2010年获得美国
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
位，2011年至2012年曾在美
国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
究，于2012年经深圳市高层
次人才计划的“孔雀计划”
引进回国，受聘于南方科技
大学生物系。贺建奎的另一
个身份是深圳市瀚海基因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4 日
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生物技术开发与基因检测
技术开发、信息咨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