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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因因编编辑辑婴婴儿儿引引发发安安全全伦伦理理质质疑疑
122位科学家联合发声明谴责，国家卫健委要求认真调查核实

26日，南方科技大
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
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
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
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
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
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报道称，这是世界首例
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
婴儿。这则“看上去很
美”的消息在网络上迅
速引发质疑。

婴儿诞生是否属实？
涉事医院否认
婴儿在该院出生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
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一消
息，系该技术团队领头人、南方
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
向外界透露的。

26日，记者致电该项目疑似
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
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院方有
关人士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基因编辑婴儿项目并不在
和美妇儿科医院进行，婴儿也不
出生在该医院。至于医院是否参
与了这个试验，参与形式和程度
如何，对方表示正在调查，有结
果后会告知媒体。

深圳卫计委26日发布声明
称，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
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
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
案”，经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
要求进行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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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国家卫健委也回应
称，立即要求广东省卫健委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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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上能否接受？
被批准用于“造人”前
需要社会充分讨论

26日，122位科学家在新浪
微博“知识分子”账号上发布联
合声明，对“首例免疫艾滋病基
因编辑婴儿”进行强烈谴责。

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刷爆
网络，网友的一大质疑在于，基
因编辑婴儿这项“黑科技”明显
已经违背了伦理，它真的能够
通过伦理审查吗？

据了解，即便技术有保障，
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
人”之前，还需要学界和社会对
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
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而且需
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
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
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
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
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项目是否通过审批？
医院医务部原主任称
申请书签名或为伪造

有媒体通过多方渠道，获
取了一份疑似由贺建奎申请、
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通过审
查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
请书，其上显示，贺建奎在深
圳 和 美 妇 儿 科 医 院 申 请 了
CCR5基因编辑科研项目。

申请书显示，该试验始于
2017年3月，截止到2019年3月，研
究拟采用CRISPR-Cas9技术对
胚胎进行编辑，通过胚胎植入前
遗传学检测和孕期全方位检测
可以获得具有CCR5基因编辑的
个体，使婴儿从植入母亲子宫之
前就获得了抗击霍乱、天花或艾
滋病的能力。申请书还显示，深
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已给出了审批意见：符合伦
理规范，同意开展。

然而，上个月刚刚从该医
院离职的医务部主任秦苏骥对
媒体表示，根据申请书显示的
时间，其当时还在医院任职，同
时他也是伦理委员会成员，但
是他并没有印象医院开过这个
会议。作为伦理委员会成员，他
的签名没有在申请书上。

他还介绍，他特地去找了
有签名的前同事了解情况，他
们表示并没有签过这张申请
书，也没有印象召开过有关这
个项目的会议，签名可能是伪
造。 据中新社、新京报等

南方科大：

贺贺建建奎奎

已已停停薪薪留留职职

26日，南方科大官网发布消息称，有媒体报道贺建奎副教授（已于
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2021年1月）对人体胚胎进行
了基因编辑研究，我校深表震惊。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我校形成如下
意见：

一、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
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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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方科技大学严格要求科学研究遵照
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和遵守国际学术伦理、学术规范。我校将立即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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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南方科技大学官网

基基因因编编辑辑用用于于人人体体胚胚胎胎
面面临临巨巨大大未未知知风风险险

26日，齐鲁晚报记者联系了山
东省内两位研究基因编辑的业内人
士，他们一致认为，从目前技术发展
水平来看，将基因编辑用于人体胚
胎，既违背伦理，也面临着巨大的未
知风险，是非常可怕和无法接受的。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剪除片断支配功能
尚未完全明确

谈论这个事件的伦理和
技术风险之前，首先需要了
解这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
所使用的技术。“这种基因编
辑技术叫做CRISPR基因编
辑技术”，来自省城一家大型
三甲医院的医疗人士张明

（化名）告诉记者，CRISPR基
因编辑技术涉及两个关键因
素，gRNA和Cas9蛋白，其中，
gRNA负责识别需要编辑的
基因序列，Cas9蛋白负责对
相应的基因序列进行编辑，
可以剪除目的基因片段。

“看到这个新闻后，我和
我同事们都感到非常震惊。”
张明表示，目前我们所说的
基因变异，例如肺癌相关的
基因突变、黄金水稻等，指的
是基因单个位点的改变。而
此次事件中应用CRISPR基
因编辑技术则是一次性切除
32个碱基对。

这次所涉及的婴儿，就是
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将
Cas9蛋白和引导序列，注射到
了处于单细胞状态的受精卵
里，使得名为CCR5的基因失去
了功能，而CCR5是人体感染
HIV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

“形象地说，这个基因片
段就被从人体内剪除了，但
是这个基因片段所支配的人
体功能至今尚未完全明确，
这就导致被基因编辑过的孩
子，未来将会面临诸多未知
的风险，未来他们会怎么样，
谁也无法预知。”张明表示，
这想想就让人感到可怕。

脱靶风险一直存在
安全性很难保证

“现在世界范围内很多
国家都在研究CRISPR基因
编辑技术，但是多数都是停
留在实验室层面，而且仅限
用于成体细胞，基本没有用
于人体胚胎。”专门从事基因
编辑研究的业内人士王强

（化名）告诉记者，从全球范
围来看，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的发展都尚未成熟，还存
在很多局限性。

其中，脱靶效应是基因
编辑业界担心的主要问题之
一，所谓脱靶效应，就是在识
别需要编辑的基因过程中，
发生识别错误，导致编辑了
本不该被编辑的基因。

“目前还没有技术能完
全保证避免脱靶效应，只是
概率大小的问题”，王强告诉
记者，在业内此类实验中，发
生脱靶的风险一直存在。而
人类对整个基因库的了解还
比较局限，一旦在人体应用
中发生脱靶，对这个人造成
的影响无法评估，安全性无
法保证。

实际上，即便基因编辑
工作做到了准确无误，其安
全性也不能保证。张明所在
的实验室就在进行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实验，不过实
验对象是老鼠，研究方向则
是基因对于恶性肿瘤发生和
发展的影响。

“ 从 目 前 来 看 ，经 过
CR I SPR基因编辑技术的
老鼠，恶性肿瘤发病率确
实大大降低，但是对其他
器官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例如心肌方面的问题。”张
明说道。

王强表示：“希望尽快
有相关立法，明确在基因编
辑领域，哪些实验可做，哪
些被禁止，并且建立一套完
善的监管措施。”

葛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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