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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唾液看出孩子天赋”？！

基因检测竟成高科技算命
8 月 28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基因检测成了“高科技算命”》的报道。 文章称，新生儿缺陷筛查、靶向药物研制、易感基因检测等等，是基因技术

为公共健康带来的红利。 但在商业化推广中，诸如判断个人兴趣、预测孩子早恋等也成了基因测序的功能，无疑让科技染上了几分“算命”的味道。
“一口唾液，就能测出孩子的天赋和潜能”“准确预测癌症肿瘤，准确率近 100%”……打开搜索引擎，键入“基因检测”，类似的广告语不时可见。 基

因检测俨然成了可以预测未来发展以及旦夕福祸的“利器”，多位专家表示，基因测序实际功效不宜夸大，更要防止概念炒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看似无
所不能的基因检测项目，不少是商家打着高科技噱头的消费陷阱，消费者应该理性看待。

在基因测序大规模推广和
商业化之前，还有很多棘手的问
题需要解决，行业规范化就是先
决条件。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作为新兴行业，基因测序目前存
在诸多乱象，对此，专家呼唤有
关部门应及早介入解决。

早在 2006年，我国互联网上
就出现了基因检测的服务项目，
一些省市的三甲医院也相继出现
了基因检测的体检项目。 由于行
业缺乏统一规范， 国家食药监总
局和国家卫计委于 2014 年 2 月
联合发出通知， 叫停高通量基因
测序的临床应用。 2015 年初，国
家卫计委审批通过了 109 家医疗
机构开展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
查与诊断临床试点。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还未
出台关于专门规范管理人体基因
检测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范性
文件。 国内医疗机构或相关实验
室采用与人类基因检测相关的试
剂， 需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请注
册或者办理备案； 开展基因检测
业务， 需向国家卫生计生委申报
临床试点， 通过审批可以合法开
展相关业务。 但对市场上目前出
现的各种测性格、 测天赋等检测
项目， 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管
理办法， 不少企业因此打“擦边
球”。

“基因公司开展的天赋基因检
测项目在打‘擦边球’，因为国家批
准的基因检测是应用于临床的具
体项目，比如遗传病检测、无创产
前检测等，而像基因公司的天赋基
因检测标准并无权威文件的指示
说明，监管存在空白。”业内多位专
家表示。

近期有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
有 70%左右的基因检测公司没有
相应的临床资质，不少公司过度夸
大了基因检测的功能，公司素质参
差不齐；行业内同类服务有的价格
相差近十倍。

记者了解到， 在基因检测技
术开展较早和应用比较先进的欧
美地区，目前相关技术的应用，仍
主要集中在部分公司和专家的研
究领域， 直接被国家级机构采用
的并不多见，因此国内有些机构，
直接把海外专家的个人研究成
果，拿来用在医疗健康领域，这非
常令人忧心。

“我个人认为医学研究不妨前
沿一些， 可在一些未知的领域大胆
探索，但直接应用于人体的一些技
术，则应经过更严格、更严谨的较
长期实践和相关程序。 ”廖世秀表
示，基因检测技术一定是造福人类
的一项高科技技术，但在国内寻找
相关的医疗服务， 一定要找靠谱
的、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
师表示， 消费者要理性看待一些
机构宣传的人体基因检测结果及
作用，不要盲目跟风。相关职能部
门可研究并联合制定专门的规范
性文件， 建立人体基因检测行业
的市场准入等机制。另外，针对市
场上某些机构的虚假宣传、 夸大
宣传， 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依
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侯巧芳也建议，消费者进行基
因检测应选择有专业实验室和服
务资质的正规医疗机构和检验机
构，不要盲目相信各种宣称能进行
基因检测的宣传。基因检测的目的
是帮助医生明确诊断，只是一种辅
助的检查手段， 并不是万能的，更
不能用来测婚恋、测未来等。 基因
检测机构除了在基因检测报告中
给予专业的检测信息外，还应给出
通俗易懂的解读。 /新华社

只需抽取几毫升血液，
或者用棉签刮取口腔黏膜细
胞， 就可以检测孩子的天赋
潜质， 从而帮助父母更有针
对性地培养出未来的“比尔?
盖茨”。 这就是当下“天赋基
因检测”宣传的“神奇”之处。

郑州市一家健康信息咨
询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暑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
做‘天赋基因检测’项目。 ”

采访当天， 恰逢郑州市
民申女士来到该公司领取孩
子的检测报告单。记者看到，
这份制作精美的“儿童天赋
基因检测报告单” 厚达数十
页， 检测分类项目包含艺术
特长、智商、情商、体育特长、
性格倾向等五类， 每个大项
又细分出了 5－6 种小型检
测项目，仅“艺术特长”这一
项就包含了语言、 音乐、绘
画、舞蹈、棋类、表演等天赋
的检测。 而每项检测都将测
试内容、健康饮食建议、未来
职业方向等依次在报告单中
给予了清晰呈现。

随后， 记者又走访了几

家提供基因检测的公司，发
现这些公司的基因检测项目
几乎无所不包。 除了常见的
亲子鉴定、无创产前筛查、癌
症易感基因检测之外， 测天
赋、测性格、测婚恋都是近两
年来备受欢迎的检测项目。

记者调查发现， 其实这
种所谓的“天赋基因”检测是
近几年兴起的，受到不少家
长追捧。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
台输入“儿童天赋基因检
测”关键词，显示出大量相
关产品， 价格从 768 元到
69800 元不等。

以一份定价 7200 元的
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套餐为
例，页面介绍显示，检测内容
涉及智商、情商、特长、营养
健康等四大类 82 项 86 个基
因位点，其中，特长包括运动
天赋、阅读天赋、音乐天赋、
财商天赋、演讲天赋、数学天
赋、英语天赋、汉语天赋。

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检
测是从口腔黏膜脱落细胞中
提取 DNA， 进行实验测序，
然后对照亚洲人数据库做分

析，15 天就可以拿到检测报
告。当记者追问准确度时，对
方只强调“只要是自己的样
本，准确度可以放心。 ”

据了解， 正规的基因检
测机构一般要有独立的医学
检验实验室， 开展基因检测
项目， 实验技术人员也应该
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现
在， 基因检测市场鱼龙混
杂。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很
多基因检测机构并没有独立
的医学检验实验室， 业务水
平参差不齐。

河南省医学遗传研究所
所长廖世秀表示，基因检测的
应用前景广阔，已经普遍应用
于产前、 新生儿、 遗传病、病
源、肿瘤等多种临床检测。 目
前，癌症是基因检测的第一大
市场。“大约 10%左右的肿瘤
患者是由遗传因素导致的，携
带相关遗传性肿瘤易感基因
变异的人，患肿瘤的风险显著
高于非携带者。通过遗传性肿
瘤相关基因的检测，可以预测
罹患某些肿瘤的风险。 ”

对于一些检测机构宣称
的“天赋基因”，廖世秀分析
说，那些所谓的“天赋基因”
是指和智商相关的一些基
因，将其命名为“天赋基因”
只是个“噱头”，它有一定的
科学基础， 但大多数只是对
某些基因相关性初步研究成
果的放大。

廖世秀表示， 从严谨的
科学定义来说， 从来没有一
种基因被叫做所谓的天赋基
因。“市面上的某些天赋基因
检测项目， 很可能是找到了
一些相关基因的位点， 但这
些位点跟真正表现出来的性
状之间的关系， 目前科学上
并没有任何定论。 ”

“那些号称 15 天就可以
出结果的基因检测项目简直
是无稽之谈。 ”河南省人民医
院医学遗传中心副教授娄桂
予表示， 在正规的医疗机构
实验室进行的基因检测，经
过高通量测序后， 还需要再
用一代测序等传统测序方式
进行反复验证以确定基因检
测的准确性。 根据基因检测
位点的多少和复杂程度，基

因检测从提取 DNA 到出具
报告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半
年的时间。

据科学研究显示，有 30
亿个 DNA 碱基对主要分布
于人类 23 对染色体上，而不
同基因的功能各异、 相互影
响， 人类成长生活环境又加
剧了这一复杂性。“天赋的确
存在， 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证
实哪些基因与天赋有关，只
能说孩子身上可以具备父母
优秀基因的潜能， 但这并不
等于这些‘潜能’就能够顺利
地表达出来。 所以用它来给
孩子贴标签是十分荒谬的。 ”
廖世秀认为， 通过检测某个
或者某几个特定的基因来判
断孩子有哪种天赋， 缺乏充
分的理论依据。

“基因检测是未来精准
医学的发展方向。比如，对于
肿瘤病人， 基因测序可以帮
助其找到突变的基因， 从而
准确地进行靶向治疗。 ”河南
省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中心副
主任医师侯巧芳表示， 人类
对基因的认知刚刚起步，我
国目前的研究还比较少，并

且很多机构的参考数据大都
来自国外，参考价值并不大，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很难保
证。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基
因测序行业自身存在发展短
板。比如，有的基因测序企业
直接套用国外基因数据库，
或自有数据库样本量偏少，
降低了测序结果解读的针对
性。此外，基因测序对知识和
经验要求极高， 相关人才缺
乏。

基因检测具有巨大的市
场潜力， 但对于相关企业还
没有具体的管理办法。 廖世
秀建议， 国家应尽快建立严
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完善检
测项目、检测价格、从业人员
素质等体系建设， 尽快形成
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

专家指出， 人类对基因
的认知不过冰山一角， 不宜
夸大基因测序实际功效，更
要防止概念炒作带来的负面
影响。 既要对新兴技术的发
展抱有信心，也应保持理性，
不可因功利性目的盲目追
捧。

近年来，随着二代测序基因检测
技术推广普及，基因测序成本已经大
大降低。 廖世秀表示，目前技术水平
能够支撑起大规模商业化基因测序，
但基因测序不同于血常规、尿常规等
检测，没有数值区间可供参考，测序
结果如何去解读因而显得格外重要。

业内人士透露， 基因测序对人
才要求极高， 既要有生物医学方向
的专业素养， 又要对基因测序有深
度了解。记者采访了解到，遗传咨询
师专门负责测序报告的解读， 但这
一职业群体数量远不能满足飞速增
长的市场需求。

当前国家虽出台部分硬性指标，
但行业标准仍缺乏政府层面的指导。
由企业制定行业标准，不同企业对标
准的遵循就会产生偏差。这种标准的
缺失， 一是削弱检测结果的合理性，
二是影响公众对基因的认知，三是容
易滋生“夸大”与“误导”宣传。

作为基因检测的重要一环，检测
结果的解读不可或缺。由于基因检测
的专业性非常强，检测报告里往往全
是生物学术语，普通人很难看懂。

有的一份报告就达几十页，而
且全是专业科学术语， 不是专业人
士一眼望去，等于是“天书”，侯巧芳
认为， 基因检测必须请专业人士咨
询指导。 一些公司测序结果出来后
直接丢一堆分析数据给顾客， 后续
服务却跟不上。

廖世秀说， 基因检测涉及生物
学、遗传学、伦理学等多个层面，但
由于目前这一领域属于新兴学科，
尚不具备完整的职业培训体系，因
此培养一支能够进行基因测序检
验、测序结果解读、提供遗传咨询，
使患者得到精准疾病诊疗、 孕育指
导等健康管理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显得十分关键。她估算，全国医疗界
目前能解读基因测序结果的人才不
足5%。而目前国内没有遗传咨询师
的专业教育， 只有部分专业检测公
司组建了咨询团队。

其实，早在2003年，美国医学
遗传学会就指出， 只有真正意义上
的健康服务机构才可提供相关服
务，2008年美国医学会申明反对提
供这类预测服务， 尤其是由企业提
供的。 2009年，德国也立法禁止这
样的服务。 政府对此之所以如此审
慎， 是因为学界认为基因检测的预
测性有限。

尽管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与疾
病相关联的基因， 理论上它们的确
可以用来预测， 但是大部分的单个
突变风险相对很小， 也就是说如果
一个人带有这样的突变， 跟正常人
相比， 风险可能只提高了20%。 而
且， 疾病的发生往往是多个易感突
变组合造成的，而不是单一突变，此
外， 人群之间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不
同，存在个体差异。 综合判断，这个
人相对准确的发病概率到底是多
少，还很难回答。

此外， 遗传疾病风险评估是建
立在对基因测序结果的解读和分析
之上的，否则，人们拿到手的个体基
因测序报告只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
的编码， 廖世秀直言：“基因测序既
快速又便宜。但是，分析数据却让人
头疼，既不快速，也不便宜。 ”

人才培养落后于市场发展

天赋基因检测结果遭质疑

商业基因检测市场鱼龙混杂

相关市场规范有待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