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因隐私会成为你的“痛点”吗
在未曾谋面的某家网

店下单，邮寄去你的一口
唾液或一滴血，他们就能
告诉你，你的祖先来自何
方，你的智力和体能是好
是坏，甚至还能预测你可
能患哪种疾病。时下，商用
化、面向个人的基因检测
正在铺开，最近，美国政府
放宽了商业化基因检测，
很多人担心，这在为人类
打开一扇医学大门的同
时，也会打开一个事关基
因隐私安全的黑洞。在不
远的未来，基因隐私有可
能成为很多人被针对或被
歧视的“痛点”。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

手持3D皮肤打印机
两分钟修补深度伤口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手持便携式3D皮肤打印机，可以
打印出多层皮肤组织，以覆盖和治愈深度
伤口。这是第一个能在两分钟或更短时间
内，就地形成、堆积和凝固皮肤组织的设
备，也是生物打印技术取得的新突破。

深度伤口的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都
可能受到严重损伤。目前优选的治疗方法
为分层厚度皮肤移植术，是将健康的供体
皮肤移植到表皮和部分真皮上。

尽管科学家已经研发出大量组织工程
皮肤替代物，但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当
前，大多数3D生物打印机体积庞大、工作
速度慢、价格昂贵，最重要的是不适合临床
应用。研究团队认为，他们发明的原位皮肤
打印机是一种平台技术，可以克服上述障
碍，同时改善皮肤愈合过程。

报道称，这种手持式皮肤打印机类似
一个白色的胶带分配器，“生物墨水”由基
于蛋白质的生物材料组成，包括真皮中最
丰富的胶原蛋白、参与伤口愈合的蛋白质
纤维等，它们能沿着每张“胶带”延伸。该设
备仅为鞋盒大小，重量还不到一公斤。它还
简化了传统生物打印机的使用程序，使所
需的操作培训大大减少。

现在，研究团队计划给打印机增加一
些功能，包括扩大可覆盖伤口的面积等。他
们希望进行更多的人体临床试验，以期最
终革新烧伤护理技术。

(据《科技日报》)

为何学渣常觉得考得不错

学霸老觉得自己考砸了？

如果你读书的时间足够长，很有可能
会遇到这样的两类人：一类学渣，一类学
霸。考试考完了，如果你问学渣他们考得怎
样？他们可能会说感觉不错；学霸则经常哭
喊着表示考砸了。如果你信了他们的话就
太天真了，因为结果很可能是反过来的。

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水平越差的
人常常自我感觉良好，而一些水平不错的
人反而很没有自信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很
正常的心理现象，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这
种情形，因为我们都不善于评价自己，而且
常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这个现象，就被称
为邓宁-克鲁格效应。

有100多项研究发现，人类有虚幻的优
越感，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棒。在许多研究
中，感觉自己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比例是超
出50%的，这显然不科学。比如，在对两家
软件公司员工的研究中，分别有32%和42%
的程序员认为自己在单位里是属于前5%
的员工。

平均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别
人更优秀，不管是在健康水平、领导力还是
道德情操方面。最有意思的是，能力越差的
人越容易高估自己。比如，在逻辑推理、语
法、金融知识、数学、情商、医学实验操作、
国际象棋等测试上得分越低的人越觉得自
己水平和高手一致。

这是为什么呢？邓宁-克鲁格效应的
发现人、心理学家邓宁和克鲁格认为，这是
因为能力越差的人发现不了自己和别人的
差距。比如，在一项研究中，那些在大学辩
论赛里排倒数25%的队员输了80%的比赛，
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赢了60%的比赛。这
些人对辩论规则并不熟悉，因此连自己什
么时候被别人驳倒了都拎不清。换句话说，
水平差的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可是，这个现象并不只适用于那些学
渣，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某个方面觉得自己的
水平和专家一样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
擅长的领域。不过当你对某个领域有了一定
认识以后，你反而能认识到自己和高手之间
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水平中等的人常
常不自信的原因。

那么，那些高手会怎么看待自己呢？高
手知道自己知道，但是他们却会犯另一种
错误——— 认为许多人和自己一样厉害，自
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不管是学霸还是学渣，都很难对
自己有清晰的判断。学渣常常没有自知之
明，学霸则觉得大家都和自己一样厉害，而
中游选手对自己也很没自信，所以会出现
文章开头的那种情况。

（据科普中国）

本报记者 王昱

基因检测该不该放开

今年3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的一项解禁令受到了
广 泛 关 注 。该 解 禁 令 让 美 国

“23andMe”基因检测公司重新获得
许可，批准其可以在没有医生处方
的情况下，向消费者提供特定的癌
症基因检测产品。2015年，FDA曾
经一度叫停了“23andMe”以商业为
用途的个人基因组服务，使得

“23andMe”的基因检测业务在美国
本土受到极大打击，公司不得不将
经营重点向海外市场分散——— 这
似乎也解释了为何近几年来中国
类似的商用基因检测产品急速铺
开的原因。

是的，在时下形形色色诸如
“一口唾液测验你的癌症风险”“查
查看你的孩子是否聪明”等广告背
后，几乎所有商用基因检测产品的
核心技术，都来源于“23andMe”公
司率先研发的“基因检测盒”，该产
品保证了基因检测机构能对受验
者进行远程基因取样，进而通过邮
寄来的唾液就能分析出遗传信息。
比如你的祖先来自哪里以及你的
基因里面有没有携带小众或者特
殊疾病的风险。

这种产品其实早在几年前就
已经接近成熟，但由于检测需支
付的昂贵成本，连“23andMe”公司
的CEO沃西基一度也对其短期的
商业前景并不看好：“我们的商业
模式是将(基因)信息直接提供给
消费者，而不是医生或研究人员。
但目前这个市场还不太成熟，这
项技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太
贵了。”

奇怪的是，虽然前景不明朗，
“23andMe”公司还是在短短数年内
迅速获得了大量融资，截至2015
年，该公司的整体估值已经突破10
亿美元。而在资本的支持下，其所
提供的商用基因检测的价格也从
每人上千美元迅速降到了不足100
美元。

可就在此时，“23andMe”接到
了来自FDA的叫停令，因为基因检
测产品的急速低价化令美国政府
和媒体开始怀疑，投资者是否正在

“贴钱搞检测”，即以较低的价格诱
使公众交出他们的基因数据，再提
供给药品厂、保险公司甚至人力资
源企业，以便他们可以在未来对用
户“看人下菜碟”。

你的基因暴露了你

美国公众产生这种担心并非
偶然。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的
2001年，美国就曾发生过一件轰动
一时的诉讼。拥有4万名员工的北
圣菲铁路公司从部分雇员中采集
血样，进行基因缺陷检测，进而将
基因检测结果作为雇佣员工的基

础。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人们纷纷
指责该公司的基因歧视。此事件也
开启了美国“基因隐私立法”的先
河，截至目前，有39个州规定根据
基因检测结果制定保险条款是非
法的，有15个州规定不允许根据基
因检测结果解雇职员。

受此影响，欧美各国近年来掀
起了一场基因立法的热潮。2017
年，加拿大政府甚至推出一项立
法，严禁任何保险公司或与之有法
律、商业关系的机构或个人，以不
接受投保为威胁要求加拿大公民
提交基因检测信息，违者将被罚款
74万加元或监禁5年。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美
国还是加拿大的相关法律，判定企
业对个人基因歧视的前提都是要
求被歧视者主动提供基因数据。如
果企业压根不需要你主动提供数
据，而是从你曾经花钱做过检测的
某家商业检测公司买来数据，你何
从判定它是否因为基因歧视了你
呢？

事实上，即便眼下的大多数基
因检测不要求用户实名，也挡不住
这种基因隐私的泄露，因为基因本
身就是一种比你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码还要靠谱的个人身份定位手段。
随着基因检测技术发展，只需大概
75个统计上独立的SNP(单核苷酸多
态性)位点即可确定一个人。

更有甚者，美国科学院院士、
克雷格·文特尔最近发表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篇文章指
称：从DNA序列中，通过机器学习
算法，人们可以反推知道，这份
DNA序列的拥有者是什么肤色，有
着什么颜色的瞳孔，甚至声音如
何。也就是说基因检测公司可以通
过手上的数据为检测者“画像”，从
而更精确地对其进行定位。

基因检测市场的繁荣意味着
基因检测不只是治疗疾病的手段，
而且成为一种个人消费。然而，这
样的消费也意味着，人们也把自己
的隐私拱手奉送。有专家就表示担
忧，个人提供基因样本供检测后，
剩下的基因样本如何保存和处置?
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和规定，个人
的基因隐私就有可能泄露，并造成
伤害。最重要的是致病基因的泄
露，每个人都可能陷入这样的“裸
奔”之中。现实中没有完美的人，每
个人的基因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
陷，缺陷信息一旦暴露就可能在求
职、投保、婚恋中受到歧视。

想象一下这会有多可怕。未
来，当你去某家公司应聘，或者为
自己申请保险，或者跟某位心仪的
对象相亲。对方在见到你的同时，
桌子底下会握有一份你的基因数
据，你的智力、体能如何，是否抗
压、是否易怒，未来可能患何种疾
病，甚至生活癖好和性取向都可以
通过该基因数据被摸得一清二楚。
个体在基因隐私被泄露后将变得
毫无议价权。甚至被“私人定制”了
还蒙在鼓里。

伦理问题难以克服

上述景象已经在逐渐实现，但
许多人估计不足。

2017年，京东CEO刘强东公布
了一条消息，说京东会涉足保险
业，而且和基因检测公司合作，推
出“千人千险”业务。很多人以为这
是好事，畅想未来基因检测可以帮
助罹患某疾病风险高的人有针对
性地投保某个险种。但如果按照美
国舆论早前质疑“23andMe”的方式
去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想法是一
厢情愿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在拿
到你基于基因检测的疾病风险预
估报告后，更可能的做法是哄抬你
高风险疾病的投险价格，或者干脆
拒绝你的投保申请。比如，如果你
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堪比安吉丽娜·
朱莉，保险公司可能会说：抱歉，这
险我们保不了，你不如学她直接花
高价去切掉好了。

在2017年的那场演讲中，刘强
东还主张未来每个新生儿都应该去
做基因检测。这一号召也引来了一
片叫好，但该计划如果真正实行，可
能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201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重金支持的几家医疗机构和
研究院校，要给每个新生儿做一份
基因检测。因为好奇或其他原因，
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调研发现，八
成以上志愿者父母表示有兴趣，七
成以上同意给孩子进行全基因组
测序。

但当新生儿基因测序计划正
式启动时，当初答应参加该项目的
大部分父母在最后关头都反悔了，
最终，只有7%的父母表示愿意继续
参加该测试。

剧情反转源自父母们那种特
殊的复杂而纠结的心态。身为孩子
的父母，他们当然很好奇自己的孩
子身上有什么值得培养的专长，或
具有什么样的弱点需要照顾。但在
最后关头，大多数父母还是不愿意
看到自己孩子的人生被早早“定
格”——— 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罹
患乳腺癌的概率是85%，死于冠心
病的概率是70%，这真的好吗？另一
方面，父母们也担心孩子的基因数
据泄露后，造成未来在求职和择偶
时被歧视。

说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谓
基因隐私的问题其实是个伦理问
题，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我们就相
信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的
性格要由自己培养，我们的事业
要靠自己去奋斗，我们的命运可
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基因检
测技术的扩展和滥用，却在告诉
我们：你的能力、性格乃至寿命，
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决定，甚至
已经被刻在了基因里。这样的做
法无疑会招来大多数人的反感。
因为人就是这样的——— 我们好奇
自己的命运，但讨厌自己的人生
被“剧透”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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