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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研究来看，影响衰老进

程的主要因素有遗传因素、环境因素、

生活方式、心理因素以及随机因素

等。如果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层面

来看，改善饮食、适度进行体育锻炼、

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等都有助于延缓衰

老进程。

近日，一部讲述高龄母亲照顾罹

患阿尔茨海默病女儿的电影《妈妈！》

在院线热映。影片除了对阿尔茨海默

病进行了细腻描写外，更让人动容的

情节是片中 85 岁高龄的母亲在得知

女儿患病后，一改往日孱弱模样，开

始通过加强锻炼等各种方式对抗着衰

老。我们对衰老的了解有多少？当下

我们是否能延缓甚至逆转衰老呢？

关于衰老科学界没有统一定义

探讨衰老，离不开一个最基础

的问题，衰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

对这个问题，科学界也没有统一答案。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董梦

秋认为，从不同层面来看，不同研究

领域对衰老都有着不同的定义、解释。

虽然缺少一致、可量化的衰老定义，

但董梦秋认为仍然可以对衰老进行大

致描述。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她认

为衰老即意味着“复杂体系稳态逐渐

对抗衰老，人类一直在努力
（来源 ：科技日报）

变弱，导致死亡概率逐渐增加”。董

梦秋进一步解释道，人体是一个极其

复杂的系统，人体内部各器官之间，

以及器官内部各个组织、细胞之间都

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即使出现短暂的

失衡状态如疾病等，人体也可以凭借

强大的调节能力迅速恢复。而衰老则

意味着，人体调节能力不断减弱，系

统不稳定性增加。比如时常有人感慨，

年轻时经过一个夏天晒黑的皮肤，到

了冬天便会慢慢恢复至原有的肤色，

但随着年龄增长，皮肤恢复能力下降，

被长时间紫外线照射后加深的肤色便

再难以恢复至最初的模样，这正是皮

肤衰老的体现。

衰老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

不知不觉中便已经启动。董梦秋认为，

从死亡概率与年龄的关系来看，35

岁以后人群死亡概率不断增加，可以

说 35 岁的时候衰老便正式开始，但

人体的生理机能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下

降。她表示，如果从人体器官来看，

各个器官都有着不同的衰老时间。比

如，肺活量从 20 岁起开始缓慢下降、

皮肤 25 岁左右开始老化、男性 30 多

岁开始脱发，无论男女 40 岁以后视

力都开始显著下降，50 多岁时听力

则会明显下降。因此她也指出，不应

以某个单一器官的衰老作为人体衰老

的标志，“比如人体肌肉流失是衰老

的重要标志，但肌肉还有可能通过加

强锻炼而增强。”

如果从微观层面来看，对衰老

的判断则更为复杂。董梦秋表示，目

前尚没有绝对准确的衰老标志物，即

使是在衰老研究领域广为人知的以

DNA 甲基化水平来衡量衰老程度的

方式也存在缺陷。“不同研究者对于

具体哪些位点的 DNA 甲基化与衰老

有关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所以很难

找到一个准确的、公认的衰老标志。”

董梦秋说。

为延缓衰老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

在电影《妈妈！》中，85 岁高

龄的母亲通过锻炼等一系列方式对抗

衰老，努力让身体重新恢复活力。而

现实中，人类对于延缓乃至逆转衰老

的努力也从未停止。

董梦秋团队向科技日报记者介

绍，从现有研究来看，影响衰老进程

的主要因素有遗传因素、环境因素、

生活方式、心理因素以及随机因素

等。如果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层面

来看，改善饮食、适度进行体育锻炼、

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等都有助于延缓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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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进程。如有相关研究团队进行的动

物实验表明，在不引起营养不良的前

提下，减少饮食摄入量 30%，能够

延长寿命约 20%。此外，剑桥大学一

项涵盖近 1.5 万人，平均时长达 12.5

年的跟踪随访调查数据显示，即便年

轻时不怎么运动，中老年时期主动增

加体力活动，也可以显著降低全因死

亡率。

除了众所周知的“管住嘴，迈

开腿”，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办法可以

对衰老进程施加影响？事实上，就实

验动物的研究结果而言，办法不仅有，

还很多。

如胰岛素信号通路和mTOR 信

号通路被证明能够调控多个物种的衰

老，包括无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董

梦秋此前一项以线虫为模型的研究则

进一步发现，胰岛素信号通路除了

通过转录调节，还能够通过蛋白质磷

酸化修饰调节蛋白质合成来影响线虫

寿命。除了对上述信号通路进行研

究，找到能够影响衰老进程的关键基

因，同样也是衰老研究的重点。去年

初，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研

究团队公布了一项历时 6 年多的研

究，他们利用全基因组基因编辑筛选

平台，锁定了一个影响衰老的关键基

因 KAT7。在自然衰老的动物模型上

的研究证明，一旦使该基因失活即不

表达，便可以使 81% 的小鼠寿命超

过 130 周，大约相当于人类的 80 岁。

而该基因未失活的小鼠，则只有 27%

能活过 130 周。

而在今年初，英国巴布拉汉研究

所科学家在学术期刊《电子生活》上

更是撰文称，其开发出一种名为“成

熟期瞬时重编程”的新方法，可在不

丧失人类皮肤细胞特殊功能的情况下

逆转“衰老时钟”，让皮肤细胞“返

老还童”30 年。该方法将细胞内与

年龄变化的相关因素移除，让细胞暂

时“失忆”，并在随后对其进行“重

新编程”，再使其重新发育为崭新的

皮肤细胞。但研究人员也坦承，目前

其仍未完全弄清楚“瞬时重新编程”

取得成功的背后机制。

抗衰老研究大都处于动物实验

阶段

从古代王侯将相到如今普罗大

众，人类对于延年益寿的追求从未停

歇，也不断梦想着能够找到长生不老

的“灵丹妙药”。但事实是，这样的

“神药”目前并不存在。董梦秋提醒

道，目前绝大多数抗衰老研究都还停

留在动物实验阶段，也尚未有合法批

准的能够真正用于抵抗衰老的药物或

疗法。

以当下市场中某些噱头十足的

干细胞抗衰老疗法为例，干细胞由于

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能力，且可

以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因而在组织再

生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也被

宣传为是延缓衰老的有力武器。但团

队科研人员提醒道，虽然干细胞疗法

在动物实验及临床前研究中表现出一

定的治疗效果，但对于人类疾病而言，

还需要等待临床试验结果。干细胞治

疗用于延缓衰老更是有许多问题。“衰

老是机体在整体水平上的系统性变

化，不是单一组织的变化，而干细胞

目前还无法同时针对所有组织细胞发

挥治疗或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董

梦秋表示。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

伟则从进化角度指出，虽然人类数

千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长生不老的追

求，但从基因层面上来看，人类的寿

命上限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王伟认

为，虽然人类在主观上希望能够延长

寿命，但就生物进化规律来看，其结

果并非一定如人所愿。他也认为，人

类若想打破自身现有的寿命极限，仍

然任重道远，需要科学家在衰老研究

上探索更多领域，积累更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