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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人类生命也可以人工制造，哪里才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应用的禁区？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
教学的需要。
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
课的压缩或简化。
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
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
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
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
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
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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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生命科学中新的分支学科第一节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伦理觉醒第二节道德哲学的实践第三节科学
研究道德第四节法律对伦理道德的协调作用第二讲　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节宏伟的生命科学工程第二
节基因检测第三节基因歧视第四节遗传资源保护第五节基因专利保护第三讲基因制药和基因治疗第一
节基因制药前景诱人第二节基因制药的反思和管理第三节荆棘路上的基因治疗第四节基因治疗伦理第
五节防止基因治疗和改造的滥用第四讲转基因农作物回归自然界第一节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生物遗传
性状第二节公众对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的疑虑和争论第三节理性地看待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第四节
安全性评价和监管权力归国家第五讲　千细胞和再生医学第一节　干细胞研究的新发现第二节人类胚
胎的克隆第三节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第四节细胞移植和再造组织／器官第六讲辅助生育第一节人类
生育需要帮助第二节试管婴儿第三节做试管婴儿伦理争论焦点第四节人工受精第五节精子银行第六节
对辅助生育技术有特殊需求的人群第七讲健康出生第一节"健康出生"非高尔顿的"优生"第二节预防非健
康个体出生的医学技术第三节对胎儿性别的选择第四节有关堕胎的伦理争论第八讲克隆人第一节克隆
并非魔瓶第二节克隆技术取得突破第三节现在不宜做克隆人第四节不必做出过度反应第五节嵌合体第
九讲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第一节脑死亡标准和立法第二节人体器官移植成就斐然第三节器官捐献的伦理
第四节人体器官交易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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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植物生物反应器　　将动物或人的基因转移人植物中表达，这样就可以通过大面积种植转基
因植物，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基因药物。
在这里，转基因植物就成为生产基因药物反应器。
1988年比利时PGS公司把神经肽基因转人烟草中表达，结果在烟草中出现了神经肽产物，经测定每粒
烟草种子中神经肽含量高达200纳摩。
当时有的科学家还把抗体重链、轻链基因、血清白蛋白基因、白细胞介质素基因等转人马铃薯、烟草
中均获得表达。
　　1990年，柯蒂斯和卡迪诺以专利形式发表了制作转基因疫苗文献。
1992年，梅森等人报道了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疫苗在植物中获得表达，并提出了利用转基因植物安全地
和经济地生产疫苗的想法。
此后，这项被称为转基因植物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就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渐形成了将疫苗与食
物融为一体的思想，这样人们通过正常饮食就可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开发人类喜欢的、可生食的水果等植物种类作为转基因宿主，将来公众可以做到通过吃水果收到与注
射疫苗一样的效果。
对于动物疫苗来说，可以选择苜蓿、玉米和豆类等作物作为转基因宿主，动物吃了这样的饲料就等于
打了预防针。
目前．在转基因植物中成功地表达出动物或人类疫苗的品种有几十种，世界上各个国家科学家开发的
含有疫苗成分的食品真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含乙型肝炎疫苗的马铃薯、含霍乱疫苗的香蕉、含麻疹疫
苗的莴苣等。
而中国科学家研发转基因基因工程疫苗基本上与世界同步。
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经过十几年努力，把乙型肝炎病毒抗原蛋白基因重组后转移入西红柿内，结果表
达出乙型肝炎病毒重组抗原蛋白，经过多代繁殖、培育，使转入的基因能稳定地遗传。
这种含有抗乙型肝炎疫苗的西红柿经过试验田种植和安全性评价之后，就可以成为公众的一种新型药
用食品，当然它应由专业医药人员指导使用，不能作为传统食品在超市出售。
以后当人们食用了这种西红柿，就可以在体内产生对抗乙型肝炎病毒的抗体。
此外，中国科学家还研究开发出治疗血友病的转基因植物，患者食用后可以使出血现象得到遏制；转
移降钙素蛋白基因的植物也正得到开发，人们食用后可使血液中钙容易沉积在骨头里，从而使骨质疏
松症得到缓解或治疗。
转基因植物中这些功能成分也可以通过加工，加入到各种饮料或食品中使之成为一类真正意义上的功
能食品。
　　转基因植物基因工程疫苗优点很突出，科学家把它总结为：(1)使用转基因植物制作方法即可
；(2)可以大面积栽种，生产成本低；(3)易获多价疫苗，即一种植物可以同时表达几种抗原；(4)重组
的抗原蛋白可以在植物体内得到正确的翻译加工，使其生物活性能得以维持；(5)安全，无病源污染，
因为植物的病原体只危害植物，不会对人造成伤害；(6)存在于水果等转基因植物中疫苗稳定，它不必
低温保存条件，便于运输、贮存；(7)食用水果，获得免疫，十分经济方便；(8)无须提纯、加工。
　　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1)表达量少，一般大约只占转基因植物中可溶性蛋白总量o．01%—0
．37%；(2)免疫原性差，在人和小鼠试验中，黏膜分泌性抗体检出率分别为50%和10%；(3)成功率不
高，转入基因会发生基因沉默或失活；(4)如果转入基因中包含有病原体DNA，那么随着花粉或种子传
播可能会造成基因逃逸，从而给人类带来新的病原、毒素、过敏原及未知的　　危险；(5)重组抗原蛋
白经过消化、吸收，或者煮熟变性，可能就失去它的效力；(6)具有口服耐受性，通过肠道吸收这些蛋
白质，可能会导致人体停止对这些蛋白质产生应答反应。
总之，问题不少，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人类的幻想终将会变成现实。
　　第二节　基因制药的反思和管理　　一、冷静的反思　　由于基因制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于是就出现了一拥而上的局面，仿制和重复研究已经成了基因制药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
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反思：　　1．基因药物需求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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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基因药物，与过去从生物脏器中分离提取相比，产量往往要大得多，但是需要这
些“稀缺”药物的患者却不多或有限，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以人胰岛素生产为例，估计为满足全世界I型糖尿病患者需要，大概全球有几座生产人胰岛素基因药物
工厂就足矣!实际上现在各个基因制药公司都在生产自己的专利产品，或者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拳头产
品，以便快速地、尽可能多地占领有限的市场份额。
　　2．要求有一个高水平的、强大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队伍做后盾。
许多基因药物的DNA表达序列，都可以在文献中查到，但是准备把这样的表达序列导人某一种宿主细
胞时，应该给它“按上”什么样的调控序列或启动子，能使表达序列在宿主细胞内高效表达，就需要
高深的知识和研究，并非人人都能办得到。
　　3．需要较长的周期。
在基因药物表达基因构建之后，研制还要经过5个阶段：(1)工程细胞构建与实验室小量试验阶段；(2)
中试与质量检定阶段；(3)临床前研究阶段；(4)报批临床试验阶段；(5)试生产阶段。
每个阶段耗时都比较长，这样就造成总的研究周期长的局面。
　　4．投资很大。
有人估算，一种基因药物从研制到投放市场一般要耗时十年，投资数亿美元。
由于基因药物开发探索性强，失败比率高，投入资金是否可以收回，人们往往没有把握，因此这类资
金投入又叫高风险投资。
但是，研究开发一旦成功，经济效益也往往极大，因此各方的资金仍然络绎不绝地投入到基因药物开
发中来。
　　5．防止研发成果归个人或小团体所有。
基因药物研发的困难不仅牵扯到技术问题，而且也牵扯到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为了帮助科学家研究、开发出可以治疗严重威胁人类身体健康疾病的药物，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国际
组织，以及本国政府都会给予资金支持。
但是，一旦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巨大经济效益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研究者或企业要么把它作为专利
申报，　　要么就把它作为工业秘密加以保守，其结果与初衷相违，得益者不是公众，而是个人或某
一集团。
研究经费来自纳税人，成果却归自己所有，这类极不合理现象有增无减。
　　6．对生产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
基因制药车间设备也就是实验室里的大型的自动化仪器设备的联结，其动力就是有限的电能。
但是由于生产过程是在活的细胞中进行，往往会出现突发事件，这样就要求生产技术人员有比较高的
素质，能独立处理这类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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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生物伦理学是一门由生物学、医学、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相互交叉的
边缘学科，也是生命科学中一门新的分支学科。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写《生物伦理学》讲义，并于9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
十余年来，我们先后给理科、医科、人文、社会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这门课，同学反应热烈
，讨论各抒己见，并撰写了不少好论文，对本课程的教材建设和教学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99年讲稿吸收各方面意见修改后，作为正式教材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维真学院许志伟教授，每年来中国时都要在北京大学讲授几节《生
物伦理学》课，重点介绍北美有关生物伦理学方面的观点，受到同学欢迎。
　　2001年《生物伦理学》被确定为北京大学通识课，这一门课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
是思想，以及如何解决社会中复杂问题或有多个“解”问题的方法。
现在根据学校和出版社的意见，要求在十余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一本《生物伦理学十五讲》的
通识课教材，实际上这是《生物伦理学》教材的第二版。
在写作新教材的过程中，许志伟教授提供了部分材料，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各讲的参考资料比较分散，难以指定专门的参考书目，为此我们一并在书后指定总的参考书
目。
这些主要参考书目也是作为向同学或其他读者推荐的进一步阅读文献。
　　高崇明　张爱琴　　2003年4月15日于北大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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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基因生物对人体有害吗？
安乐死合法吗？
人类胚胎从何时起有人的尊严？
到底谁是克隆人的父母？
人体基因检测带来了什么后果？
生物伦理学所研究的，正是这些在生物学、医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交叉的边缘地带
产生的新问题。
阅读本书，您将对这些难题得到严谨、简明而又清晰的解答。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大
头厂区我学科普及读物。
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到目前
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
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的教材和
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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