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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衰老与抗衰老专家共识(2013年)

中国老年学学会衰老与抗衰老科学委员会

从科学角度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建立中国式养老

保健体系，从而造福于2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延缓老年病

的发生，实现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是全国科技和社会科学

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为了进一步凝练学科发展的方向，普及全

国公众对衰老和抗衰老问题的科学认识，指导抗衰老实践与抗

衰老健康产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工作

者从事衰老与抗衰老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结合全球衰老与抗衰

老研究的成就和转化医学的精髓，继承和发扬2000多年来中

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的精华，达成如下共识：

l 衰老是随年龄增加而缓慢出现、普遍发生的生物学过程

衰老是指绝大多数生物正常牛理功能出现不可逆的衰退

过程。就人类来说。衰老可表现为皮肤皱褶、头发花白、行动迟

缓、相关激素分泌减少、记忆功能减退以及多种脏器退行性变

化等多种现象。从方便研究的角度，对老年期出现的机体生理

和结构的退化，使用“衰老”术语专门加以描述。在正常人体

中，衰老要经过数十年的漫长时间，是缓慢出现的、必然发生的

生物学过程。衰老是个体走向自然死亡的必然步骤，其生物学

意义是给新个体留下生长和生活空间，以保持该物种在地球上

的生存和延续。衰老现象具有生物进化的保守性，即便是低等

单细胞真核生物酵母也存在衰老过程。

衰老与发育过程明显不同。就人类而言，从受精卵到完整

胎儿的发育过程是受严格的遗传程序控制的，大约要经过40

周才完成；而衰老从开始到显现退行性变化需要经历漫长的时

间，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还没有观察到明确的程序性现象。

正是由于上述特点，致使衰老机制的整体研究花费的时间长，

不可控的因素多，获得研究成果的速度慢。

2衰老细胞是人体器官衰老、整体衰老的结构基础

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衰老现象也必

然发生在细胞水平上。细胞衰老是指具有增殖能力的细胞逐

渐停止增殖、体积膨大、颗粒物增多的现象，由美国科学家Hay—

nick L首先发现。衰老的细胞仍然是活细胞，具有代谢活动，

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对周围的微环境具有明显的影响。衰老细

胞是人体器官衰老、整体衰老的结构基础。2011年，美国科学

家证实：清除衰老细胞，能明显减少老年病的症状。这些研究

进一步阐明了细胞水平的变化与整体功能的改变存在着必然

的联系，也为通过多种方法清除衰老细胞．，从而减轻老年病的

症状建立了理论基础。

3衰老是老年病发生的共同危险因素

老年病是指随着人的年龄增加而发病率明显升高、且与衰

老密切相关的疾病总称，属于慢性病的范畴。大量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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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与老年病的发生是紧密联系的过程，是老年病发生的共同

危险因素。正是由于衰老与老年病存在的因果关系，难以区分

“生理性衰老”与“病理性衰老”的界限，导致至今仍然未找到

特异的、与疾病无关的、纯粹属于“生理性衰老”的生物标记物。

将老年病发生的基础建立在衰老机制之上，符合基础医学

长期来的研究结论。也便于确定老年病的预防和治疗目标，提

高公众对老年病的认知；可以说，衰老机制研究是老年医学基

础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本共识进一步明确老年病是难以根

治的疾病，其根源在于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必然发生的

生物学过程。本共识强调衰老与老年病的关系，与我国各大医

院普遍开设的“老年病科”及医学院校开设的课程“老年医学”

的称呼相一致，使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概念无缝对接。因

此，本共识符合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的核心思想，

基础研究成果要服务于“老年人的健康与疾病治疗”的目标。

4抗衰老是延缓老年病发生、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对策

抗衰老(antiaging)是指基于衰老的机制，采取各种方案和

保健品及药物延缓衰老进程的主动保健体系。抗衰老的目的

是推迟或减少老年病的发生，实现健康老龄化，提高生存质量，

而不追求延长个体的最高预期寿命。抗衰老的有效方案是综

合性的，包括适量饮食、适度运动、良好的心理状态、适当补充

抗衰老制品等各个方面。 ．，

在公众抗衰老实践中，一个普遍问题是抗衰老到底从人的

哪一个年龄段开始?这既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取得抗衰老效果

的问题，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科学问题。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得

出的答案是：从中年开始抗衰老效果较好。从出生、发育成熟

到老年期的人生过程中，老年期很多不同于青年期的生理衰退

现象就是衰老表现。此外，从中年(国外定义为45—65岁)开

始抗衰老，是因为该阶段已出现了一些与衰老相关的变化，已

经积累了损伤。因此，抗衰老从中年开始，效果会更好。

5人类个体的最高预期寿命取决于其遗传背景。能否真正存

活到相应年龄则取决于其所处环境、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

人类的寿命具有十分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即使同一父母所

生育的子女也表现出明显不同。根据对长寿老人、百岁老人与

普通人的比较研究，发现百岁老人具有明显的遗传因素的差

异；此外，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我国“长寿之乡”评定

的情况看，具有“区域长寿”的特点，区域内的环境、地理、人文

等因素对长寿老人的寿命也具有明显的影响。根据目前综合

性的研究结果，可以认为“人类个体的最高预期寿命取决于该

个体的遗传背景，能否存活到相应的年龄则取决于个体所处的

环境、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这里所述的遗传背景，既包括由

DNA序列决定的基因，也包括表观遗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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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中，常见到某些十分矛盾的现象。如“吸烟有害健

康”是科学界研究的共识，但也有少数个体，一辈子吸烟仍然能

健康长寿，从而影响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的效果。与上述的情况

相类似，本共识既承认遗传背景在个体的最高预期寿命中的决

定作用，又强调个体的健康和寿命与其生活方式的密切关系。

在健康维护中，个体的责任也是十分重要的。

6衰老机制研究与抗衰老实践要结合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国文

化的精华

为了应对我国快速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必须立足于中

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因此，无论是衰老机制研究，还是

抗衰老实践，都要与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国文化的精华相结合。

存在于中国大地2000多年的中国传统医学，为中华文明的生

存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发展出了很多认识衰老和抗衰老

养生的原则和疗法，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展。

中国的先贤们已经总结出了人生的规律：生、老、病、死。

这个规律仍然符合现代人的人体自然规律，闪耀着中华文明的

理性光辉。“生”是指出生和出生后的生长，这是人生长发育成

熟的过程；“老”就是衰老，人体发育成熟后逐步老化的过程。

此外，中国文化尊老、孝亲的优良传统，“数代同堂”的祥和愿

景，都十分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老年病的预防和治疗。

7根据科技术语传播新趋势。规范衰老相关英文术语汉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如微博)的迅速普及

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传播；但存在英文术语汉译混

乱的问题，给公众准确理解科学知识带来困惑，也不符合科技

术语具有相对固定的用词、明确的概念内容和外延的科技界共

识。为了进一步规范有关衰老的英文术语在中华文化圈的传

播，建议统一下列术语的汉英互译：衰老(美式a舀ng，英式age．

ing)、老龄化社会(硒ng society)、抗衰老(美式antiaging，英式

antiageing)、老年病(age．related disease或age-associated dis—

ease)、衰老性紊乱(aging一船sociated disorder)、热量限制(caloric

restriction)、细胞衰老(cellular senescence)、低促效应(ho珊e—

sis)、干细胞巢区(niche)。

英文术语的汉译，应当遵守“信、达、雅”的翻译共识。然

而，英文术语的不恰当汉译确实存在。以“telomere”翻译为“端

粒”为例，根据其结构和生理功能，译为“端区”更为合适。遗

憾的是现在“端粒”译词已被普遍使用。已故的著名遗传学家

谈家桢教授在回忆“gene”一词的汉译时，庆幸他自己根据其含

义是“基本因子”，生造了一词“基因”，为后来的“基因工程”、

“基因治疗”等概念的组合提供了汉语语义上的合理性。

不过，我们也提倡相同的英文词语在不同学科中允许有不

同的译法。根据上述的规则，“a舀ngI’在生命科学领域译为“衰

老”，而在社会学中译为“老龄化”；“niche”在经济学中已经译

为“利基”，而干细胞研究领域建议译为“巢区”。

8呼吁国家加大对衰老与抗衰老研究的基金投入，重视学科

规范，促进衰老、抗衰老研究和实践的科学健康发展

我们坚信：衰老机制尤其是人体衰老机制研究，是建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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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应对老龄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路径；抗衰老是实现健康老龄化

的重要对策。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国家继续加大对衰老与抗衰

老研究的基金资助力度，深化老年医学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养老

服务、保健及长期照护的研究。此外，要重视学科规范，尊重和

继承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促进衰老、抗衰老研究和实践的健

康发展，以利于形成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学术地位。最终为鹪

决老龄化难题，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科技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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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中国老年学学会衰老与抗衰老科学委员会组织全国上

百位研究者和相关专家，针对衰老与抗衰老问题的“专家共识”

终于出炉。本共识经过半年多的数易其稿、多处反复修改，凝

聚着专家们的共同智慧。这是中华文化圈首次对衰老与抗衰

老问题形成的科学共识，对于指导衰老与抗衰老机制的研究、

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共识

于2013年10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的“第四届中国衰老与抗

衰老学术大会”上首次公开。在征求修改意见的过程中，各位

专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鉴于衰老与抗衰老问题的争议很

多，无法在本共识中体现，敬请谅解。希望大家加强衰老的基

础和应用研究，最终把研究成果整合到升级版的共识中。

[2013旬6—13收稿2013-lO．10修回]

(编辑胡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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