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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审视研究 
孙玺然  陈晓英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锦州  121013） 

摘要：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问世后，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人们提出了对于生命的哲学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从未来、道德、理性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学者对于基因编辑婴儿持有否定的态度。本论文将从基因编辑技术的含义、人

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和解决方案三方面入手，建立尊重和理性、公平与合作、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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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含义 

在新兴的生命领域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横空出世。作为基因组

工程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利用“分子剪刀”工具对生物体基因

进行改造，从而进行基因重组。与传统的基因编辑技术相比，

CRISPR/Cas9 工具可以改造事先锁定的基因组块，在想要改造的基

因组位置上剪切使其发生特异性双链断裂（DSB），使用诱导剂将不

是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组块进行连接从而修复双链 DNA。由于这项

技术可以进行精准的定点编辑，致使这项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这项技术尚不成熟，易出现“脱靶”效应，在

修复过程中容易出现错位，一旦出现错位则具有不可逆性。基因编

辑技术具有精准性高、适用范围广和功能全面等优势，致使这项技

术在基因治疗、基因制药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基因编辑结果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人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随着生命技术与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可以通过新兴技术

预防疾病，治疗疾病。但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变革，人类将进入新

的阶段。医疗和基因编辑技术两者概念和研究方向不同，医疗强调

的是“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而基因编辑技术强调的是基因的多样

性、基因的选择性和基因的序列性，影响着人的自然属性。特别是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出现后，面对一系列的伦理问题，相关机构和科

研人员意识到，技术的发展不应触碰伦理道德红线。人类社会是一

个共同体，要本着自愿公平、维护群体利益、加强群体间的合作，

提高责任意识，构建人类的美好生活。 

（一）基因编辑技术对受试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虽然基因编辑技术在基因治疗、基因制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但由于基因编辑技术自身的不成熟，引发了对受试者生命安

全健康的担忧。通过实验，科研人员发现经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后

的基因，尽管先天遗传缺陷基因得到了改善，但也诱发了其他疾病，

通过基础性研究发现，被编辑后的基因，死亡率增大。为此，无论

这项实验最终目的达到与否，都存在着潜在风险，对生命健康造成

威胁。 

（二）基因编辑技术挑战人的尊严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科研人员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胚胎进行基

础研究，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达到延续人类生命和治疗基因缺陷，

最大化的实现人类生命健康，但并不意味着科研人员可以随意对胚

胎进行应用与处置，胚胎具有从“似人生命体”发育成“人”的尊

严和权利。人道主义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治疗先天性遗传疾病

为目的进行基因诊治，但由于基因编辑技术安全性无法进行预估，

一旦运用具有不可逆性，不可盲目使用。通过基因编辑后的基因，

破坏了人与生俱来的个性。胚胎自身也具有尊严，即使地位不能完

全与人平等，但科研人员也应当维护胚胎的尊严。 

（三）基因编辑技术违背遗传进化的自然属性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后的基因，不仅可以实现遗传疾病的治

疗，还可以培育出优良的后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之所

以长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看似可以引发疾病的基因，也可能是

人类长久生存的重要因素。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后的基因，与人

类的正常进化方式不同，违背了人类遗传进化的自然属性。 

（四）基因编辑技术可能诱发商业利益问题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日益变革，也将影响商业利益价值问题。

现阶段，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机构大多为高科技公司。技术可控，

基因难控，当基因编辑技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时，在商业利益

的驱使下，可能会出现盲目的技术创新。再比如，通过基因编辑技

术达到基因增强的目的，利用技术手段筛选出“完美”基因，由于

高昂的费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享受到的，将导致社会的不平等，

诱发商业利益问题。[1] 

三、人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解决方案 

随着人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意识到应当遵循

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人

类共同体这个大家庭中，尊重人的尊严，维护群体利益，促进社会

平衡。在诸多利益的诱惑下，如何加强伦理道德规范，加快技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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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发展。 

建立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保持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感、正义

感、责任感。 

（一）建立完善的伦理规范 

加快建立更为完善的技术适用范围，科学技术两者之间相互促

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就目前两者的发展趋势来看，技术与伦

理道德两者发展不平衡，相对于技术的快速发展，伦理道德的发展

具有滞后性。要加快伦理道德体系的完善，遵循生命伦理原则和生

物进化的自然规律。以促进社会和谐，加强人们责任感。不断完善

和优化伦理知识体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举措促进技术的良性发

展。 

（二）规范技术的适用范围 

就目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修复错位

等安全风险。为了加快基因编辑技术更好的为人类社会造福。基因

编辑技术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显得极为重要。基因编辑技术对医

疗延续人类生命和人类基因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笔者

的一些伦理思考，胚胎可以从细胞最终发育成个体，应当遵循生命

原则和伦理原则。其一，在对胚胎研究时，对受试者有告知义务，

并取得受试者知情同意。其二，在进行体外胚胎细胞研究时应该遵

循国际条约。 

（三）提高科研人员的伦理认识 

现如今，科学技术围绕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决定着一个国

家的综合国力。科研人员肩负着时代创新的使命，因此提高科研人

员的伦理认知显得尤其重要，在基因编辑技术员的研究过程中，科

研人员作为技术应用的主体，其价值导向将影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

展方向。基因编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延续人类生命的

“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将对

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影响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因此，科研

人员在研究技术本身革新时，也需要加强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并

进行严格评估，促进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的一致性发展。 

（四）加强公众的参与意识 

公众的积极参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广大公众的

真实需求对科技创新发展、科技产业的繁荣巨大影响。也将影响相

关制度的制定、企业工作者以至科研人员的方向和态度。就目前参

与度来看，公众参与积极性不强，对相关技术和伦理知识了解较少。

这就需要借助大众媒体等资源，对相关技术与伦理知识进行普及。

一方面，可以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完善参与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公

众对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参与度，还可以促进科研人员与公众的

交流，便于公众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的

开展相关科普活动，通过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如利用

微博、微博等传播渠道进行科普，使伦理思想深入人心。[2] 

四、结语 

让科学技术积极向上发展，使基因编辑技术尽快为人类生命健

康贡献力量。公平与正义，责任与义务，理性与合作这不仅是社会

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群体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条件。遵循生物自然

规律与基因多样性，遵守相关法规制度，发挥人的自由意志力，尊

重人的尊严，不断加强内心深处的道德意识。在医疗技术和生物技

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坚守生命伦理原则，加快技术自身的发展，构

建和谐、美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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