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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来自深圳的研究人员贺建奎宣布，一对基
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消息一经
公布，旋即引起质疑。

这项实验涉及的一家医院的当事人对外表示，
其实验的医学伦理审查申请有变造嫌疑，医院对此
项实验“不知情”。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
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贺建奎所在的南
方科技大学则发表声明称其目前处于“停薪留职”状
态，“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百余名科
学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认为
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6日对此作出回应称，已要求广
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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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先进的技术让人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个充满善意的逻辑。科学构想可以天马行
空，然而一旦牵涉到生命安全和社会伦理，具体的操
作和执行过程就必须严格遵循学术伦理和学术规
范，不可越雷池半步。基因编辑实验因其不可逆性
而存在巨大潜在未知风险，如果缺乏严谨规范的医
学伦理审查保障，实验结果将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

生命科学以其美好前景带给人们无限遐想，基
因编辑技术加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规避疾病、拥有
健康、益寿延年的曙光。然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应当
在科学伦理面前止步。为此，人们制定并完善了科
学伦理规范，约束任何可能超越底线的行为。

这一现象在暴露出试验方违背学术伦理和学术
规范的同时，也暴露出生命科学领域对学术伦理的
监管盲区。显然，只有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才能让
监管不会“慢半拍”。有关部门只有加强对前沿科技
的深入研究，完善法规，加强监管，才能让新技术应
用在生命伦理与规范红线内造福人类。

携程亲子园虐童案
一审宣判
8名被告人被判刑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7日依法对携程亲
子园虐童案一审公开宣判，郑燕等8名被告人被
判刑，并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看护工作。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郑燕负责携程亲
子园的日常管理，被告人梁硕、吴微、廖红霞、
唐颖、周高兰、沈春霞、嵇兰为携程亲子园工作
人员。2017年8月间，被告人梁硕、唐颖购买
芥末，后与被告人吴微、廖红霞、周高兰、沈春
霞、嵇兰等人在分别看护云朵班、彩虹班幼儿
过程中，采取用芥末涂抹幼儿口部、手部或让
幼儿闻嗅、持芥末恐吓方式对数名幼儿进行虐
待，期间有对幼儿拉扯、推搡、拍打或喷液体等
行为。2017年8月底至案发，被告人郑燕在日
常工作中明知云朵班、彩虹班存在对幼儿使用
芥末进行管教的情况不仅未制止，反而在日常
管理中要求其他被告人对幼儿“做规矩”时注
意回避监控等。2017年11月上旬，幼儿家长
查看视频后案发。被告人唐颖、周高兰、沈春
霞、郑燕、吴微、梁硕先后被公安人员抓获；被
告人嵇兰、廖红霞主动投案。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认为，幼儿是一个
需要特殊保护和照料的群体，被告人梁硕、吴
微、廖红霞、唐颖、周高兰、沈春霞、嵇兰作为携
程亲子园工作人员，理应为幼儿的人身安全、
健康成长尽到看护职责，却违背职业道德和看
护职责要求，多次对幼儿采取用芥末涂抹、恐
吓等方式进行虐待，情节恶劣；被告人郑燕作
为携程亲子园负责的管理人员，放任其他被告
人多次虐待幼儿，各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虐待
被看护人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嵇兰、廖
红霞系自首；被告人郑燕、梁硕、吴微、唐颖、周
高兰、沈春霞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悔罪，可从轻
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犯罪情况，应适用从业禁
止或禁止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虐待被看护人罪分别判处
被告人郑燕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梁硕、
唐颖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被告人吴微、廖红
霞、周高兰、沈春霞、嵇兰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至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刑罚。禁
止被告人郑燕、梁硕、唐颖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看护工作。禁止被
告人吴微、廖红霞、周高兰、沈春霞、嵇兰在缓刑
考验期内从事看护工作。 据新华社

技术应用当在伦理红线前止步
■新华时评

“洞察”号
登陆火星
首次“交心”意义深

【新闻事实】
“洞察”号有“三条腿、一根手臂”，展开后着陆

器宽约6米。着陆器是“洞察”号的核心部分，在火
星上的所有探测活动都将由它来完成。“洞察”号上
还搭载了3部主要科学仪器，分别是地震测量仪、温
度测量装置以及“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

与前辈“勇气”号、“机遇”号等火星车不同的
是，“洞察”号大部分科学任务将通过原地钻探实
验完成，因此“原地不动”将是“洞察”号今后两年
设计任务时间内的主要形态。

“洞察”号首席科学家布鲁斯·巴纳特对新华
社记者说，科学研究已掌握了火星表面、大气层、
电离层状态等信息，“洞察”号的使命是通过探索
火星内核来分析火星形成的历史，同时增加人类
对地球起源的认识。

美国航天局官员表示，“洞察”号以及其他计划
中的火星探测任务是人类登陆火星探测的前奏。

【深度分析】
正因为有“动力”，人类的火星探索才会孜孜

不倦。
首先，这个红色星球被视为人类太空移民的首

选目标。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行星，不
仅有季节、有昼夜，而且从十几年前发现水冰，到今
年发现火星南极冰盖表面下存在液态水湖，这些发
现大大增加了人类在火星可持续生存的可能性。

第二，人类探索火星的背后还有来自政界、学
界、产业界等多种多样的需求。有的认为人类必
须成为多行星生物，有的认为生命的火种其实不
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火星，也有的希望以宇宙探
索来推动人类科技的革命性进步。

弥合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并非易事，人类距离
火星还有点“远”。

首先，不好去。火星与地球的距离大约是月
球与地球距离的150倍，重重挑战包括载具和燃
料技术如何突破，如何获得足够的氧气、水和食
物，以及如何避开或“挺”过太阳风或辐射等危
险。其次，也不好回。宇航员要等到地球和火星

再次正确对准轨道才能返航。
美国航天局计划于本世纪30年代展开对火

星的载人探索。不过，对于人类多久后能真正抵
达火星，美国专家意见也不统一，认为以现有预
算，少则10余年，多则半个世纪。

【即时评论】
“我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自我追问是人类

探索的原动力。“洞察”号要探索的不止于火星的
“内心”，更是人类的过去与未来。从地球到月球
再到更广的太阳系，人类的探索能力正加速提升，
人类恰恰也是在探索中不断提升自我。

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从太空望向这
个蓝色星球时，人类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在这里和谐共
存的必要性。从母星球望向太空时，人类可能需要
携手并进才能在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上走得更远。

【背景链接】
美国航天局的姐妹探测器“勇气”号和“机遇”

号2004年着陆火星，实际工作时间均远超其最初
设计的3个月。前者于2011年被宣告任务结束；
后者今年6月因火星尘暴与地球“失联”。

“好奇”号火星车2012年8月在火星着陆，原定
任务期为两年。美国航天
局研究人员今年 6 月说，

“好奇”号在火星岩石和大
气中发现新证据，显示火
星可能曾经存在生命，甚
至可能仍存在生命。

各国航天机构还酝酿
着多个登陆火星计划。
2020年前后，美国计划发
射下一代火星车“火星
2020”；欧俄计划联合发射

“火星生物学－2020”火星
车；中国计划首次发射火
星探测器，并实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

据新华社

经历6个月航行、近5亿公里征程，美国“洞察”号无人
探测器26日成功在火星着陆并传回首张照片。这是人类
首个致力于研究火星深层结构的探测器。

业内人士说，“洞察”号对人类火星研究有重要意义，把
重点放在对火星内部的探索上，有助于人类更好了解地球
本身乃至太阳系，甚至借助这些信息来寻找系外类地行星。

“洞察”号无人探测器传回的火星首张照片。

“洞察”号无人探测器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