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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实测实测

创新周刊快科技

打开身体的奥秘·

对于浙江大学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祁鸣来说，基因检测跟平时量体温差不多。由于工作需要，他已经做过近百次基因检测，包括
体验美国创业公司23andMe不到100美元的基因检测服务。

眼下，只要他每年支付5美元，23andMe每年都会重新检测他的样本，并提供一份报告，报告里的检测项目不断增加，说明基因与疾病的
秘密正在逐一被破解。在祁教授眼里，类似的基因检测模式进入人们生活是迟早的事。

在国内，基因检测尚在起步阶段，围绕着这项新技术，许多人有各式各样的疑问。带着这些问题，快报记者拜访了杭州的一家基因检测公
司，并完成了对基因检测的初次体验。 记者 梁应杰

基因检测取样方不方便？
真的能测性格和天赋吗？
快报记者亲身体验帮你一一解答

问题五
基因检测存在哪些问题？

人体有 2.5万个基因，它们的
不同组合决定了个体方方面面的
特征，解开基因密码是一项庞大
的工程，显然现在基因检测技术
还谈不上完美。这也是美国政府
极力推动“百万人基因组计划”，
加速收集基因组数据与临床信息
的原因。

与之前的医疗技术相比，由
于涉及到各个个体，基因检测会
牵扯更多的隐私和伦理问题。在
23andMe推行平民基因检测的过
程中，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曾多次叫停，使得这家公司不停
地调整检测内容，更加谨慎地提
供服务。

从这点上来说，国内的基因
检测仍然处于草莽时期。目前，
除了像华大基因、迪安诊断、达安
基因等大公司，市面上有近200家
提供基因检测的公司，其中不乏
浑水摸鱼，通过营销赚取暴利的
团队，目前对他们还缺乏有效监
管。

在祁教授看来，与国外相比，
国内基因检测缺乏成套体系。举
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国外从事基
因检测服务的实验室需要政府机
构审核，不是所有机构都能出具
基因检测的报告，国内则没有这
个限制。

“通常来说，在美国基因检测
由实验室的技术员提供数据，由
遗传咨询师草拟报告，最后经由
主任签字才能发放，而国内连遗
传咨询师培训都尚在起步阶段。”

问题一
基因检测取样很麻烦吗？

“爱基因”是厦门基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导和推动的健康服务类产品，去年进入杭
州。得知我对基因检测感兴趣后，该公司在杭州的主管沈嘉鸿免费帮我做了一次体验，便
利程度超出我的预料。

爱基因的医师先给了我一杯白开水，让我连续漱两次口。之后我张开嘴，她先后
将两根植绒棉棒伸到我的口腔中，每次在口腔内侧刮拭十多下。完成后，她将棉
棒取出，放入采集管内。

前后不到 1分钟，我就完成了基因的取样。沈嘉鸿介绍，根据不同的检测
内容，基因检测取样也有不同，像我做的口腔黏膜细胞取样或者唾液采集是最
简单的，还有一些需要抽血或者采集粪便。

也就是说，看上去“高大上”的基因检测，在取样环节一点都不麻烦。
“完成取样后，样本会送到实验室，通过特定设备对细胞中的DNA分子信

息做检测，结果会以报告的形式呈现。一般需要5-10个工作日。”沈嘉鸿说。

问题二
基因检测能检出什么？

由于我的检测结果不能及时出具报告，爱基因给了我一份隐去名字的检测报
告。报告涉及冠心病、咽喉癌、高血压等常见病的检测结果，并附有健康提醒。

比如在对冠心病的基因检测中，结果显示这位受检者两组基因有较大
的致病风险，导致患病风险是 4.8%，高于人均 3.2%的患病
风险。所以建议受检者注意生活习惯，平时注意控制
情绪。

当然，这只是基因检测结果的冰山一角。
祁教授介绍，自己从23andMe拿到的报告涉
及四大块内容，“首先判断我是属于哪个
人种，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其次，
介绍我的基因状况，携带有哪些遗
传性疾病基因，可能会传给我的下
一代。再就是我自己本人带有哪
些易导致疾病的基因，需要重点注
意，最后给出了用药指导。”

他表示，目前已经有5800多种
单基因遗传性疾病能通过基因检
测发现，包括常见的乳腺癌、肠癌、
先天性软骨等，但是现实生活中绝
大多数疾病跟多个基因有关，比如
糖尿病就和 200多个基因有关，这
就需要积累大量数据，再将这些基
因一个个找出来。

听上去有点像大海捞针，不过
由于基因检测成本呈下降趋势，未
来可以将更多人的基因数据纳入
进来，为发现疾病与基因的关联提
供更多样本。

问题三
检测结果可靠吗？

目前基因检测主要包含三类：一是无创产前诊断，针对孕妇腹中的
胎儿，利用外周血，检测游离DNA，筛查唐氏综合征等先天性疾病；二是
进行药物代谢基因和肿瘤突变检测，常见的有乳腺癌、结肠癌等；第三类
带有娱乐性质，比如肥胖基因，以及针对儿童的天赋和性格检测等。

前两类由于涉及的多是单基因遗传疾病，只要一个基因有缺陷就有
患病风险，通过正规检测，得出的结果差异不会太大。

“对于第三类以及大多数复杂疾病，由于牵扯到一系列基因，有的还
没有完全破解，许多机构在做检测时只选取其中一部分基因，所以检测
结果谈不上精准，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祁教授说。

此外，除了难懂的基因名称，基因检测报告里通常会涉及一些人群
比较数据，用来说明被检测者的患病风险，如果这个风险比平均患病风
险高，说明患病风险比较大。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未建立基因检测
的标准，各家采用的人群比较数据都不一样，所以结果难免有所偏差。

祁教授建议，涉及身体健康的基因检测，最好到正规的医院或者体
检中心咨询，在医生的推荐下做相关疾病的基因检测。不要一味受某些
公司诱导，花了大价钱，不一定能得到科学的结果。

问题四
检测结果有什么用？

传统医疗主要针对人体已经出
现的临床病变进行诊断和检查，十
分被动和滞后。基因检测的目的就
是尽量减少发病概率，尽量将疾病
扼杀在摇篮里。“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基因检测的结果能起到提醒和
预防的作用。”祁教授说。

现 任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NIH）主任的弗朗西斯·柯林斯是祁
教授的老朋友，因为家里没人得过
糖尿病，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糖尿
病的易感人群，直到他通过基因检
测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基因缺陷。

“一开始他也觉得检测结果有
问题，后来他发现直系亲属都属于
能很好控制体重的人，没有肥胖的
风险，而自己由于工作繁忙很少锻
炼，存在肥胖的隐患，进而引发糖尿
病。基因检测让他开始重视自身体
重。”

为了防止因恶性心率失常导致
的猝死事件，NBA球员在签订职业
合同前都需要做基因检测，确保他
们不是易感人群。而随着基因检测
与现代医学更深入地结合，检测结
果会在临床有更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