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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生命：医学新质技术如何造福人类？

杜治政特别强调，人造生

命是医学新质技术众多目标中

核心所在，但必须将人造生命

与人造人明确区分开来。研究

生命的起源，复制生命的形成

过程，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

值，还能为医学发展提供新的

思路与方法，值得科研人员全

力以赴。但人造人且不说有无

需要和可能，而且也是害多益

少的，应予以叫停。

医学新质技术的实质可以

视为是向自然的挑战，但这种

挑 战 应 当 立 足 于 人 与 自 然 合

理关系基础之上。人不应屈服

于自然，但也不能随心所欲地

再造自然（包括人类身体的再

造），人只能与自然共在，和

谐共处，在尊重自然基础上改

造自然。人工自然在一定程度

上 虽 然 模 糊 了 人 工 与 自 然 的

区别，但人工与自然、人工感

知 与 自 然 感 知 的 根 本 区 别 是

消除不了的。尽管人工制造、

生物合成、脑机接口、智能医

疗 可 能 源 源 不 断 地 推 出 新 的

成果，但仍难以形成进化、生

成、涌现这样的自然过程，西

方 某 些 超 人 类 学 者 提 倡 的 主

动进化、去自然化、形态自由、

永生论，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

想虚伪命题。

杜治政表示，只有在发展

医学新质技术的过程中，明确

人造生命的正确方向，严守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准则，才能

确保技术的发展既符合人类的

利益，又不会对自然和人类社

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为促进医学新质技术的健

康发展，杜治政还提出，应当

为之设立最基本、必要的伦理

限度。这是引导技术造福人类，

而非带来危害的关键所在。

伦理限度包括：尊重人类

生命的神圣与人格的尊严，去

人的自然化和企图制造“超人

类”，都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

是医学新质技术不可僭越的；

始终坚持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不能将人类生命作为工具以实

现某种目的；不能人为地消除

种与群的界限，维护人在宇宙

中的主体地位，警惕人兽混合

胚胎、不同物种的混合杂交带

来种群之间的混乱；坚持人与

自然共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医学新质技术应当在尊重人体

自然法则的前提下进行，不应

随意破坏人体的自然本真。

杜 治 政 热 切 呼 吁， 全 社

会 应 当 积 极 支 持 科 研 人 员，

在 这 四 大 伦 理 限 度 的 指 引

下， 大 胆 而 又 理 性 地 探 索 生

命 科 学 与 医 学 领 域 的 无 限 可

能， 持 续 推 动 医 学 新 质 技 术

发 展， 让 科 技 成 果 切 实 惠 及

全 人 类， 为 人 类 健 康 事 业 铸

就新的辉煌。

当医学步入新质技术时

代，其“新”体现在哪些方

面？杜治政从疾病认知、干

预手段、诊疗范式、参与主

体多个维度，对医学新质技

术的“新”进行了全面剖析。

疾病认知更新  医学新

质技术对疾病认识主要不

是着眼于疾病表现的疼痛、

生理运行受阻和机体因病

毒、细菌的侵入受损，而是

聚焦于人体微细结构的分

子、亚分子层次的紊乱与失

调，或者是因胚胎发育过程

中的缺陷或残疾，以及对生

命新机制的认识。

疾病干预手段升级  主

要不是通过药物、手术等手

段清除致病因子，切除被病

毒、细菌侵袭的组织或脏

器，而是通过人工制造、再

生、合成、增强等技术手段，

再造或增强组织、器官，替

换那些功能已经衰竭的组

织、器官等。

诊治范式转变  医学新

质技术突破了以往去除病

痛对症治疗为目标的治疗

范式，构建起以生命技术整

体性为特征的新型范式。这

种范式强调从生命系统的

整体出发，综合考量各种因

素，实现更全面、更有效的

治疗。

参与主体多元  医学新

质技术项目的实施团队也

发生了显著变化。工程类学

科的技术人员深度参与其

中，与医护人员紧密合作，

形成了跨领域的协作模式，

为医学新质技术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杜 治 政 表 示， 概 而 言

之，医学新质技术的“新”，

主要在于它的研究和干预

对象是生命而不只限于对

疾病致病因子的阻断与排

除，而是在于制造、再生、

合成、增强组织和器官及生

命体能，“以旧换新”，而

非仅仅局限于维护、修复原

质自然生命体。

杜治政指出，医学新质技

术的兴起，正深刻改变着现代

医学的发展轨迹，其应用所产

生的影响呈现出复杂而多维的

态势，既有希望的曙光，也潜

藏着诸多挑战，或将对未来医

学产生革命性、颠覆性的长远

影响。

医学新质技术的兴起，其

中 最 具 有 根 本 性 的 积 极 意 义

是 可 能 为 摆 脱 癌 症、 遗 传 性

疾 病、 痴 呆 症、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等 危、 重、 难 疾 病 治 疗 困

境 带 来 希 望， 甚 或 可 能 出 现

突 破 性 进 展， 同 时 为 增 进 人

类 健 康 提 供 新 的 途 径， 为 健

康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由于医学新质技术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存在

诸多风险，可能带来一系列新

的问题。

数据依赖危机  医学新质技

术是以包括智能医疗、算法数

据处理的数据流为中心的医学

模式，医生与患者均沉迷于数

据中，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

成为数字医学、影子医学、镜

像医学，甚或存在“无医生、

无患者”医学出现的可能。

行业结构冲击  在这种医疗

技术模式中，患者更便于扮演

自主角色，减少对医生的依赖，

同时可能带来医疗服务行业内

部和外部结构性的变化，进一

步推动医疗服务的市场化。

身心干预隐患  医学新质技

术直接指向身体，对人体的干

预愈来愈深，对人体身心整体

难以预测的影响和对心灵的冲

击可能不断出现。

人文精神衰退  基于医学新

质技术因为互联网医疗、机器

人手术、智能医疗、机器人护

理等的出现，进一步减少了医

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直接互动，

使得医患之间的同情与共情逐

渐淡化，医学人文精神面临衰

退的危机。

杜治政表示，医学新质技

术在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的同

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

如何在利用其优势的同时规避

风险，成为医学界乃至全社会

亟待思考的重要课题。

开启医学多元范式并存新时代

探寻“新”之真谛

带来希望曙光  也伴随潜在隐忧

锚定人造生命方向

筑牢伦理防线

在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医学新质技术的兴起，

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杜

治政指出，人造器官、基因

编辑等登上医学舞台，这表

明医学技术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阶段，即以非自然的人工

制造、再生、合成、增强人

类体能甚或再造人生命体，

在适当范围实现“以旧换新”

为主要特征的医疗干预手段

的阶段。

“尽管当前的医学新质

技术发展不过二十余年，成

功的项目还刚刚露头，医学

新质技术是否发展成为一种

新的医学范式还有待观察，

今后较长时间担负守卫生命

和健康的重担仍然是以经验

和循证医学为主的诊疗医学

模式。但不可否认，医学新

质技术的出现，开启了医生

个人经验的医学、以实证和

循证为特点的医学、当前正

在兴起的医学新质技术三种

医学范式并存的态势，并且

可能是医学较长时期的总体

框架。”杜治政表示。

杜治政 教授杜治政 教授杜治政 教授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湘雪 通讯员 邹明明）癌症、遗传性疾病、痴呆症以及阿尔茨海默病等一直是难以攻克的顽疾，

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

步入 21 世纪，随着对人类生命生理机制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 人造器官、基因编辑、干细胞技术与再生医学、异种移植、

生殖新技术、体能增强、脑机接口、人造生命、人工智能的医学技术群在全球范围迅速崛起，为医学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生机与活力，也为攻克上述疑难病症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借助这些新技术，不仅有望在治疗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还能开

辟增进人类健康的全新路径，为生命健康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然而，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这些新兴的医学技术，应当如何在

现有的医学体系中找到合适定位？它们具有哪些独特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会给人类生命健康和

社会伦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医学的未来发展，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针对这些关键问题，4 月 3 日，《医师报》记者围绕前沿医学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对《医

学与哲学》杂志名誉主编、大连医科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荣誉院长杜治政教授进行了专访，期望通过此次对话，为洞察这一

领域的前沿动态、探索未来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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