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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鼓吹微小的计划，它们缺失那种魅

人的魔力。制定宏伟的计划：让人热血沸腾，

心存高远，脚踏实地。”

——丹尼尔·伯纳姆（美国城市规划建筑师）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始于美国科学

家 1984 年的讨论和建议，于 1990 年 10 月 1

日在美国首先启动。2003 年 4 月 25 日，美国、

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政府首脑宣

布这一计划落下帷幕。全球 6 个国家的 16 家

机构在短短的十三年间共同攻下了这个“生物

的圣杯”，实属不易。而能让人类基因组计划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一起，

被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计划”并家喻户

晓，科学普及和传播的贡献不可或缺，需要大

书特书。

[ 摘   要 ] 人类基因组计划得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性科学和社会影响，参与者和支持者在科学普及和传

播方面的艰苦努力功不可没。如何将科普融于科学之中 , 使新的科技研究和进展能为大众接受并得到他

们及时和持久的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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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曼哈顿原子弹计划
1945 年 7 月 16 日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试爆成功

(b) 阿波罗登月计划
1969 年 7 月 20 日

人类登月成功

(c) HGP
2003 年 4 月 14 日

HGP 成功完成

图 1  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计划”

说起来，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之

前，当时的政府部门、科学界与社会各界，都

有不少反对的意见。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反

对意见，主要是认为把 30 亿美元用来搞人类

庞大无比的基因组序列，纯粹是拿纳税人的钱

开玩笑！

科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意见就要命

了：很多人认为到 2005 年完成这个计划是“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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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说实在的，在那时能否如期完成，谁心

里也没底——当时可是连现代化测序仪器的

影子都还没有；还有一个反对意见便是科学研

究领域的选择问题：自然科学要研究的问题还

很多，为什么要先开展这样的计划？这笔钱花

到别的地方也许更值得、更实际；更多的科学

家还担心“大科学”会影响小科学，“大中心”

会危及小实验室的生存。说的话也很难听，如

批评这个计划是“过于偏激、过于集中，目标

过多、预算过大”。而得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

张部件名单”而已。而对于这个计划的具体项

目，则更加刻薄，如“制图”是“在沙漠里建

公路”，“测序”要么是把“把苹果一个一个

摆在地上，然后告诉人们这是苹果在树上的排

列顺序”，选择“模式生物”是拼凑“诺亚方

舟”。最后，认为基因组计划建立的新的技术，

是“不用现在的 Saturn 火箭”，而“要追求奢侈、

舒适的新航天飞机”。那时，好多科学家还联

名写信表示反对，结果原来的预算被砍了不少。

为了使这一科学计划得到普通民众的认

同和认可，为解决人们的各种置疑和困惑，支

持这一计划的科研人员使尽浑身解数，到处游

说，到处讲演。君不见，一个个原本束于象牙

塔的不善言谈的科学家，大多数基因组中心的

头头，慢慢都变成了能说会道的科普宣传行

家。他们经常奔赴各地作讲座报告，甚至还常

常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各档电视节目，一再阐

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性和深远科学意义。

最终，上至政府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参与

(a) James Watson 
HGP 的先驱与国际化
的推动者，美国国家
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

(b) Francis Collins 
美国著名医学遗传学家
国际 HGP 主要协调人

(c) Eric Green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

究所现任所长

图 2  HGP 相关的三位科学家

了进来，都从无知到了解，从了解到参与，从

参与到推动，最后一起讨论并进行最后的决

策。不得不说，政府与民众最后被说服，人类

基因组最后被批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

科学家们大量的科普工作。

很多政府要员与官员被说服了，还志愿做

起了义务宣传员。美国政府是不能有自己的报

纸、电台和电视台的，因此只好印了很多宣传

小册子，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多大》《了解我

们的基因》等，告诉纳税人国家为什么要花这个

钱做这个计划，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这钱花得

值不值。还把“人类基因组汁划”讲得通俗易懂、

活灵活现，如比喻人的基因组就像地球那么大，

一个染色体就像一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基因就像

我们所住的楼那么大，搞清楚 30 亿对核苷酸，

就好像搞清楚整个地球上的 30 亿人各姓什么（假

设天下只有 4 个姓氏）……“制图”就像在高速

公路上设上必不可少的路标，等等。

经过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宣传，

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国和英国几乎家喻户晓。

连一个并不能回答出什么是基因的纽约出租

车司机，都会形象地告诉你：“人类基因组计

划，不就是一个美元测一个碱基嘛！”可以说，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也最为成功的“游说”。“人

类基因组计划”被民众接受的过程，正是社会

学家、伦理学家、科学家对民众的一场有关基

因的科学普及过程。这也是美国民众现在对新

的生物技术较为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中国卷”也同样来之

不易。从《科技导报》等很多综合性科技期刊，

到《中国青年报》和《读者》等诸多大众性读物，

中国科学界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在我国的启动

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科学普及性前期铺垫。2000

年 6 月 26 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助组通过

卫星在全球同时宣布完成“人类基因组序列草

图”之后，中国科学家更把握住这一时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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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计划”变成多少年来规模最大的科普

活动，各种不同规模和不同形式的会议，中央

和地方的电视报纸无不采访报道，科技工作人

员还深入中小学和社区进行科普演说，使“基

因”和“基因组”走进千家万户。还举办了中

学生的科技训练营，甚至还让他们直接参与人

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卷”的实验部分，最后，

有关人类基因组的内容还写进了中小学的教

科书和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之中。

图 3  中小学的教科书示例

图 4  中学生高考试卷中有关 HGP 试题的示例

回想当年，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最严苛的批

评之一称人类基因组是个“社会泡沫”。他们说，

金融泡沫破灭的时候留下的只是坏账，而人类

基因组计划的失败，则贻误万世，会断送了整

个科学界的名声。十三年过去了，对人类基因

组的非议已不大听到了。相反，在它的引领下，

一个又一个后续计划正在进行，对如今的生命

科学和生物产业已经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3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更在国情咨文

中引用巴特尔（Battelle）研究中心的《人类

基因组计划的经济影响》报告数据称，在人类

基因组计划中每投入 1 美元，就会给美国经济

带来 140 美元的回报。在同一份报告里还这样

写道：投入 110 亿美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估计

大概能用 30 年，投资 15 亿美元的哈勃太空望

远镜预期能用 15~20 年，而人类基因组序列

则不会折损或过时。相反，人类基因组更像是

化学元素周期表，永不损耗，永不过时，一直

是推进科学认知的基石。

也难怪牛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

金斯会说：“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巴赫的音乐、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

是众多能使我感受到身为人类而自豪的人类

精神的伟大成就之一。”

饮水思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不仅

仅是直接参与者科研的成功，也是科普的成功。

在这一意义上，还要感谢当时来自政界、科学

界、社会各界各阶层的质疑和反对，也正是为

了应对这些质疑和反对，我们才把一个大科学

大计划，变成了一场成功的大科普。对照如今

新科学与新技术面临的新质疑，我们是不是也

应反思呢！

人类基因组计划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正向

的参照，为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科学和科普的

长足发展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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