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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中国衰老与抗衰老专家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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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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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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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的精

华!达成如下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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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功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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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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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不可控的

因素多!获得研究成果的速度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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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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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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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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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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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DE51C?4D15

F-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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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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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C?1H?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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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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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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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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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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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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K

序列决定的基

因!也包括表观遗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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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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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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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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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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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DH

!

英式
1H-?DH

%'老龄化社会$

1H?DHE4@?-C2

%'抗衰老

$美式
1DC?1H?DH

!英式
1DC?1H-?DH

%'老年病$

1H-

$

/-

$

51C-G G?E-1E-

或
1H-

$

1EE4@?1C-G G?E-1E-

%'衰老性

紊乱 $

1H?DH

$

1EE4@?1C-G G?E4/G-/

%'热量限制 $

@1

$

54/?@ /-EC/?@C?4D

%' 细 胞 衰 老 $

@-55051/ E-D-E

$

@-D@-

%' 低 促 效 应 $

L4/F-E?E

%' 干 细 胞 巢 区

$

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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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5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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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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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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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DH

)在

生命科学领域译为(衰老)!而在社会学中译为(老龄

化)*(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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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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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机制尤其是人体衰老机制研究!是

建立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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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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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老龄化难题!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我们

的科技智慧&

学术指导"陈可冀"童坦君"陈洪铎

发起人$以姓名汉语拼音首字母为序!排名不分

先后%

保志军"曹"流"陈可冀"陈洪铎"陈"畅"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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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厚早"陈克明"程薇薇"丛羽生"崔德华"邓月娥

第五永长"窦非"段"凌"高芳"高"旭"葛仁山

龚张斌"桂"冠"韩"辉"韩丽敏"何琪杨"胡国义

黄百渠"黄河浪"季"芳"江"华"金国琴"鞠振宇

柯尊记"孔庆鹏"雷"燕"李保界"李春生"李电东

李"韶"梁启成"梁兴伦"梁勋厂"刘宝华"刘光慧

刘"浩"刘健康"刘俊平"刘剑峰"刘新光"卢"健

陆"利"罗焕敏"罗怀容"罗丽莉"罗"瑛"马永兴

马如彪"毛泽斌"苗登顺"苗"强"磨传真"欧"芹

秦绪军"秦正红"阮清伟"沈"凯"史"红"宋守中

宋"旭"孙"云"邰先桃"陶"军"谭"铮"唐铁山

童坦君"

!

"玲"王春波"王春明"王国付"王"桦

王玲玲"王文恭"王子梅"王姿颖"王剑一"王钦文

王"蓉"王"文"王卫和"王耀丽"王永春"王"钊

王朝晖"王"真"汪"峰"汪志宏"吴"磊"吴"青

吴毅平"夏世金"夏苏英"夏晓红"肖守中"谢梅林

谢南姿"熊兴东"熊枝繁"许"萍"徐晓虹"叶圣勤

于建春"于艳秋"俞卓伟"袁增强"翟琦巍"翟永功

战丽彬"曾尔亢"张松伦"张鹏霞"赵保路"张洪泉

张建军"张"兰"张"涛"张宗玉"张雪琨"张雨林

郑荣梁"周光前"周"军"周中军"邹"军"朱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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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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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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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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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名单发布

"

!"#%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遴选工作已由中

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完成'现予发布(

同时')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

版&*

N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

!"#%

版&*也已正式

发布(

!"#%

年
#!

月
%"

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这一学术界重大事件的新闻

报道'相关名单及遴选办法也分别在
":

$

"M

专版刊登(

根据遴选结果')

&L?D-E- '40/D15 4> (DC-H/1C?O- +-G?@?D-

*再次获得"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

术期刊#'其国际影响力指数
&(

为
#"M

!

:;:

'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为
$;$

'国际他引影响因子为

"

!

PJ"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再次获得"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其国际影响力指数
&(

为

J!

!

PPM

'国际他引总引频次为
J#"

'国际他引影响因子为
"

!

":P

(

)

&L?D-E- '40/D15 4> (DC-H/1C?O- +-G?@?D-

*创办于
#PPJ

年'主编为陈可冀院士'是我国第一

本被
Q&(

收录的中医$替代医学及结合医学领域的杂志(

!"#%

年
;

月公布本刊最新影响因子为

#

!

"JP

'较以往继续稳步提升'在补充替代医学杂志领域学科排名也由
!"#!

年的
#;

名上升至
#!

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办于
#PM#

年'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

院主办'是国内第一本全国性中西医结合综合性学术期刊'主编为陈可冀院士( 主要宣传我国中医药

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报道我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中西医结合在临床$科研$预防$教学等方面的

经验和成果'探讨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介绍国内外有关本专业的进展'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开展

学术争鸣'为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医药学'提高中西医结合学术水平'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为人

类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