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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科学家揭开长寿动物之谜 将有助人类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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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科学家》3日报道，一只成年蜉蝣只能存活一天，一种被称为侏儒虾虎鱼的小鱼平均寿命只有8
周。然而，一些海胆寿命可长达200年，一头北极露脊鲸活了211年后依然“身板很硬朗”。为什么不同动
物的寿命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如果科学家能揭开这个谜底，将有助于人类延长寿命。

长得快，死得早？

其中一个解释可概括成一句俗语“长得快，死得早”。小型动物比大型动物的新陈代谢速度快，寿命也相
对较短。这明显与自由基的数量有关，新陈代谢速度越快，产生的自由基就越多。“长得快，死得早”这
一揭示生长速度与寿命之间关系的观点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也就是说，尽管生物大小不一，但相同
数量的组织在一生中消耗的能量几乎是相同的。例如：天竺鼠每克消耗260大卡的热量，马每克消耗
280大卡的热量。 

“长得快，死得早”也许还能解释为什么限制热量摄入能起到抗衰老的作用。假定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动物
的新陈代谢变得更加高效，因此产生的自由基便更少。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观点。但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对这个观点形成挑战。首先，尽管对摄入
的热量进行限制可以延长任何一种拿来做实验的动物的寿命，但它只能暂缓新陈代谢。不久，新陈代谢
速度就会反弹，有时反弹后的速度会变得比原来更快。但所有事物都有例外。有些生物，包括鸟、蝙蝠
和豪猪的寿命要比与它们体型大小相当且新陈代谢速度相同的动物的寿命长的多。另一个例外是人类：
我们人类的寿命是与我们体型相似且新陈代谢速度相同的动物的4倍。第三个例外是，发现定期服用抗
氧化物补剂减少自由基数量的方法并不能延长寿命。

逃得早，死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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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新陈代谢的速率不同，为什么确实有一些生物比其他生物存活的时间更长呢？越来越多的研究
人员认为，长寿的答案可能要从生态学和进化上去寻找，来自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的斯蒂
芬·奥斯塔德便持这种观点。 

奥斯塔德表示，一旦一个物种进化到具有逃避掠食者捕食的能力，在减少细胞损伤从以延长寿命方面的
昂贵投资才是值得的。他把这个观点归纳为“逃得早，死得晚”。鸟、蝙蝠和飞鼠的身体并不大，但寿命
很长，原因就在这里。不仅仅是飞行动物，蛤蜊、龟、多刺动物和无毛鼹鼠也拥有比你通过它们的体积
和代谢速度推断出存活期限更长的自然寿命。

但这并没有回答生物是怎样延缓衰老的这个问题。也许它们已经提高了DNA修复酶的级别或是有特殊机
制限制来自自由基的破坏或避开化学物质和辐射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对长寿动物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知
之甚少，这是每一个对人类衰老问题感兴趣的人的耻辱。

比如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听觉从成年期的早期就开始退化。但有些蝙蝠可以活到40年却不丧失一点接收
超声波的听觉能力，这相当于人类活到300岁的高龄。无毛鼹鼠和大多鸟类的抗衰老的能力同样令人惊
讶。奥斯塔德发现，年龄较大的无毛鼹鼠和鸟类对它们的DNA的氧化性破坏比年轻个体更少。不幸的
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更让人迷惑的是，这些动物的DNA比那些可与之相比生命更短的生物如老
鼠和蝙蝠等遭受了更多的破坏。

比较生物学潜力巨大

有些动物甚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老迹象：它们没有与年龄相关的死亡率增加的问题，或在成熟后有任
何的繁殖率降低的问题，也没有与年龄相关的生理能力减退或抗病能力降低的问题。

在这些动物中，这一特点最明显的要数岩鱼，而寿命最长的则是黄眼岩鱼，它的寿命可达205年之久。
一个名为“不老动物”的非赢利组织对它们长寿的秘诀进行了研究。它的最初研究发现，与其他生物相
比，黄眼岩鱼能持续不断的产生出高等级的抗氧化酶和加粒酶。加粒酶对染色体在复制过程中的退化起
到预防作用。他们还发现，DNA受损方式普遍与鸟类DNA的受损方式相似。 

这一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把这些研究结果应用到延长人类寿命和促进生命健康上来，造福人类。奥斯塔
德说：“人们刚刚认识到比较生物学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来源：新浪科技；杨孝文
任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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