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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也在为身心健康“埋雷”
□□ 科普时报记者 项 铮

近日，“代孕”再次站上了舆论
风口。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怕影
响身材、耽误事业……一些人打起
了“冻卵”“借腹生子”的主意。据
媒体报道，一些灰色产业链也浮出
水面。从胚胎移植到婴儿落地，此

“流水线”充斥着隐患。殊不知，代
孕生子会带来诸多身心健康、法律
伦理等风险，“冻卵”也不是轻松的
选择。

“借腹生子”属违法

代孕也称“借腹生子”，是夫妻
委托代理孕母妊娠和分娩。如果由夫
妻提供精子卵子，没有使用孕母的卵
子，称为完全代孕；如果使用了孕母
的卵子，则为部分代孕。如果涉及经
济补偿或商业利益，则属商业化代
孕。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张新庆
教授告诉科普时报记者，不同国家
针 对 代 孕 的 法 律 规 定 不 同 。 在 我
国，原卫生部颁布 《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管理办法》 (2001 年） 和 《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
则》 (2003 年） 中均明确规定，禁止
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
及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
实施任何形式代孕技术，否则将追
究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目前，各国对于代孕的态度不
同。法国、瑞士、德国等国家禁止
代孕；美国则有一些州对代孕有不

同程度的法律认可。我国对代孕实
施严格的监督管理，但商业化代孕
行为仍屡禁不止。

代孕侵害人格尊严

“生殖与养育相连。选择什么样
的生殖方式体现了生育价值观和生
活信念。”张新庆告诉科普时报记
者，个体及家庭对新生命应尽道德
义务，因此如何养育后代是提前考
虑并有所安排的。

他表示，代孕关乎人的尊严。每
个女性都有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
我们应该尊重其自主选择权；生育
是一种能力，对于不具有生育能力
的 女 性 ， 我 们 要 尊 重 其 生 育 的 权
利，辅助生殖技术因此产生。“我们
应该把生育的权利放在能力之上。”

张新庆表示，代孕引发一系列伦
理、社会、法律和监管问题，应从
法律和伦理两个层面讨论代孕。近
年来，因为代孕引发的法律案件时
常见诸报端，如代孕合同而产生欺
诈的违法犯罪行为，由代孕引发的
抚养权争议、继承权争议以及监护
权争议等。一些代孕难以得到伦理
辩护。比如有生育能力却不愿意自
己生育，在非法机构的协助下，付
费让其他女性代孕。这构成了对代
孕女性的利诱，甚至剥削。

代孕会对传统的道德观和人伦观
构成挑战，代孕妈妈和代孕子女的
尊严会受到践踏，女子成了“生育

机器”。从伦理性来说，被曝出的绝
大部分是有偿代孕，也就是女性的
子宫和生出来的孩子都被商品化，
如果孩子有先天缺陷、残疾很有可
能 被 遗 弃 ， 甚 至 被 代 孕 机 构 当 作

“失败品、残次品”另行安排，甚至
被“客户”“退货”。

“代孕本质上是对他人尊严和身
体 权 的 一 种 侵 害 ， 涉 嫌 与 《民 法
典》 的法律精神冲突。”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石佳友表示，代孕
就是对人体子宫的商业化利用，这
涉嫌侵害了人格尊严。

自然怀孕生子是最佳孕育方式

代孕对母亲有健康风险。张新庆
告诉记者，经常性取卵的行为会有经
常性超排卵现象，对女性身体伤害不
言而喻。另外，隔断代孕女性与新生
儿的情感联系，会给一些代孕母亲带
来心理创伤。虽说代孕者和代孕的胎
儿婴儿没有血缘关系，但十月怀胎有
一种情感依恋，有些代孕妈妈难以割
舍这种情感上的培育和依恋，导致孩
子出生后不愿意交给委托人。

另一位临床生殖专家告诉记者，
对于供卵的母亲来讲，为了保证成
功率，医生往往一次性取多个成熟
卵子，所以取卵前，女性要注射促
排卵药物，用激素促进卵泡发育，
且取卵后可能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
合征，有妇科隐患。

据介绍，代孕妈妈如果体质不好
也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代孕妈妈
的情绪变化会激起植物神经系统的
活 动 ， 内 分 泌 腺 就 会 分 泌 各 种 激
素，这些激素可以经过血液循环进
入胎盘，刺激胎儿的活动。

如果代孕妈妈体质较弱，或有不
良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导致胚胎难
以着床，或胎儿体重过小、脑部发
育不良，甚至流产或难产。

有些女性暂时不想生育，希望
在年轻健康的时候冻卵，以后再解
冻卵子怀孕。冻卵虽看起来美好，
但实际有弊端。除了超排卵的风险
外，冷冻对卵子会有一定损伤，如
果冻卵技术不过关，解冻后卵子不
存活，对女性来讲也是无意义的透
支。事实上，一些人年轻时冻卵，
想解冻生子由于受到冷冻卵子妊娠
率 的 限 制 ， 未 必 能 如 愿 以 偿 的 怀
孕 ， 冷 冻 卵 子 使 用 完 后 ， 人 也 老
了，一部分人生育机会丧失了。

“自然怀孕生子是最好的孕育
方式，”这位生殖专家告诉记者，

“如果不孕家庭期望得到孩子，仍
可以采取辅助生殖技术。”辅助生
殖技术能从生殖疾病的预防和及时
治疗出发，帮助育龄夫妇生育健康
宝宝。她介绍说，从 1986 年我国第
一例试管婴儿出生以来，中国辅助
生殖技术现已进入世界前列。据统
计，目前我国试管婴儿抱婴率 30%
左右。

走进自然博物馆

陈 磊

1月26日，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
调查结果发布，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达到 10.56%，完成了国家“十三五”规划
10%的发展目标任务。

为全面了解掌握新时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
发展状况，总结评估《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2006-2010-2020年）》的实施情况，中国科
协于2020年4月至10月组织开展了第十一次中国
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本次调查范围覆盖我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8-69 岁公
民，回收有效样本 30.98 万份，并首次实现了对
419个地市级单位全覆盖。

16个省份公民科学素质超过了10%

调查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达到 10.56%，比 2015 年的 6.20%提高了 4.36
个百分点，比《科学素质纲要》颁布前2005年的
1.60%提高了8.96个百分点，圆满完成了国家“十
三五”规划提出的“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超过10%”的目标任务。

研究表明，科学素质的发展呈S形曲线增长
规律。中国科协曾对国际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
行比较研究，其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时，具备
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都超过了 10%。跨越 10%，
标志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对于跻身创新型国
家行列提供了支撑，也标志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
发展整体进入新阶段。

从省份看，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全部达到或超过

“十三五”发展目标的预测区间。全国共有 16
个省份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了 10%，其
中 ， 上 海 和 北 京 的 公 民 科 学 素 质 水 平 超 过
24%，位居前两位。从城市看，在 4 个直辖市和
333 地市级行政区划的城市中，有 121 个城市的
科学素质水平超过 10%，具备建设创新型城市
科技人力资源基础。其中，上海、北京和深圳
三地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均超过 20%；从区域
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公民科学素质水
平分别为 13.27%、10.13%和 8.44%；从人群看，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

为13.75%和6.45%。

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待解决

调查显示，东西部地区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差距进一步加大。2020年东部、西部地区的公民
科学素质水平分别为 13.27%和 8.44%，相差 4.83
个百分点，比2015年的差值相比增加了1.15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分别为 13.75%和 6.45%，差距
达7.3个百分点，与2015 年7.29的差值相比，城
乡差距未见缩小。

老年群体、低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
仍然较低。接受调查的60至69岁公民科学素质水
平为 3.52%、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
质水平为2.11%，均低于5%。

“十四五”时期，提升农村居民、西部地区公
民以及老年群体等的科学素质任务依然艰巨，亟
需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开展高质量科普，精准施
策发力，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素质薄弱群体的教
育、传播和普及工作力度。

超10%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实现“十三五”目标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理局大寨子西黑冠长臂猿
监测站深处山区腹地，海拔2000多米，附近生活着三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黑冠长臂猿。

当地村民曾把西黑冠长臂猿叫做“风猴”，因为它们看见人溜得比风还快。近年来，在护
猿人、研究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对西黑冠长臂猿的跟踪研究不断深入，这些原始森林里的精

灵对人类活动的适应程度不断加深，见到人类不再只会躲避，这给保护工作带来便利。目前，随
着保护力度的加大，整个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有87群500余只西黑冠长臂猿。

图为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生活在这里的西黑冠长臂猿。（图1由景东管理局提供；
图2、图3均由新华社记者陈欣波拍摄）

澄江，一个因化石享誉世界的名字。一面是
“琉璃万顷”的高原湖泊，风物入画；一面是群山叠
翠，莽莽苍苍，横亘滇中。

身处山水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
去？”的永恒命题，叩问着每一个人。

而这山水间的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恰能与
人同频共振：所有脊椎动物，包括我们人类远古的
祖先，在这里发端，开枝散叶，形成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更多待解的谜题，提示人们关注未来之路，
守护好人类家园。

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与你我有很大关系

在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一层，复原了一个化
石发现的场景：1984年7月1日，来自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侯先光，在帽天山西坡发现
了一块长尾纳罗虫化石。一锤下去，石破天惊！敲
开了一扇洞察寒武纪早期生命之门。澄江古生物群
也成为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

距今5.41至4.85亿年的寒武纪，是地球生命演
化的一个分水岭。从这时起，地球上开始出现了种
类丰富、数量众多的生物。

“澄江动物群主要由多门类软躯体动物化石组
成，却很罕见地保存了下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
些精美的化石时代比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动物群要
早 1000 万年，更突显了寒武纪大爆发的快速性。”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方臣介
绍说。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为什么保存这么好？原因有
很多，一般都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快速
埋藏，生物体死亡后必须被快速掩埋起来才有可能
保存软躯体；其次是必须有可以抑制生物降解腐烂
的环境。澄江生物群的化石几乎全都保存在快速沉
积的泥岩中，而且科学家发现当时的海底是间歇性
缺氧环境，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

偶然与必然的奇妙结合，让我们在5.2亿年后得
以了解、剖析澄江古生物群的今生后世。

与赵方臣一样，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副院长
丛培允研究员也深度参与了博物馆的建设。当记者
问及在丰富的展品中，会最先向观众推荐哪件化石
时，丛培允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昆明鱼。”

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脊椎动物，正是澄江生物群中
的昆明鱼。其身体器官基础结构，如头脑、脊椎和心
脏等在昆明鱼中已经出现了，启动了迈向未来智慧人
类漫长进化历程的第一步，从而证明了人类基础器官
的由来。“也就是说5亿多年前，这里已经是脊椎动
物生命演化和爆发的摇篮。”丛培允说。

不止于此，除了脊椎动物，从达尔文以来人类
构建的抽象生命演化树上，其他现生动物的每一个
分支，几乎都可以在寒武纪大爆发出现的澄江生物
群20个门类、280多个物种中找到各自的祖先。

200余种现生动物祖先“复活”了

步入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一楼大厅，最先被“镇住”的是一堵
巨大的化石墙。它既是展品，又是埋藏澄江化石的真实地层，被誉为

“无字天书”。
5亿多年前的汪洋大海中，现生动物的祖先们在这里自由游弋、

繁衍生息，在毫无预知的情况下，一场灾难定格下一切。
（下转第2版）

澄
江
，
讲
述
地
球
生
命
演
化
故
事

□□

科
普
时
报
记
者

赵
汉
斌

原始森林精灵原始森林精灵———西黑冠长臂猿—西黑冠长臂猿

科普时报讯 （记者张梦然） 据英国
《自然》 杂志 1 月 26 日发表的一项免疫学
报告，美国科学家团队最新研究首次显
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具有会抑制有效
抗病毒反应的抗体，使重症患者的免疫
系统不能像轻症患者那样产生具有保护
作用的细胞群。此外，该研究还找出了
可以重新激活抗病毒反应的潜在治疗靶
标。

为了从整体上理解新冠肺炎在病理上
严重或轻度的区别及其原因，美国加州大
学科学家马修·克鲁默尔及其同事进行了
一项实验，分析了新冠肺炎轻症和重症病
人（分别为11人和10人）在免疫反应上的
差异。

研究显示，新冠肺炎轻症病人会通过
一个叫作干扰素诱导基因表达的过程，产
生保护性的免疫细胞。干扰素是身体面对
感染时释放出的信号蛋白，可以触发免疫
细胞对病毒的攻击，同时对病毒进入宿主
细胞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但在本研究中，
这种干扰素诱导基因表达在重症病人的所
有免疫细胞群中的水平都较低。

与 此 同 时 ， 研 究 团 队 还 证 明 重 症
患者会产生一些抗体。与轻症病人相
比，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会产生非常高
的抗新冠病毒抗体滴度 （用来衡量某
种抗体识别特定抗原表位所需要的最
低浓度，即最大稀释度），而病毒载量
较低，其可以主动抑制通过干扰素信

号通路产生免疫细胞。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鉴定免疫反应

抑制机制的实验，发现了一个信号通
路，该通路负责抑制重症病人体内干扰
素诱导的基因表达。研究团队认为，已
知可以抑制特定信号通路的药物，加上
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清，可能代表了一
种新的潜在免疫治疗方法，可保护病人
不发展出重症症状。

研究团队表示，这些发现确定了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免疫疗法的目标，可帮助这
些患者重新“加入”病毒防御中。不过目
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新冠肺炎的抗体反
应，因为每位患者具体的抗体性质可能因
人而异。

科学家发现新冠重症患者抗病毒反应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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