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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F地球上各种生物有机体的寿命是有本质差异的2即使一些大小S形态和生理上大体相似的生物之间也存在着这种

差异J早期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基因S热量限制S药物与动物特别是人类寿命的相关性上2而环境因素以及日益加剧的人

类活动对动物寿命的影响则很少被涉及J目前2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2人类以信人类活动对动物的寿命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J正面的影响可以从近年来诸如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等保护措施的实施活动中得到体现J然而2由于日益加剧的人

类活动造成的自然生境的日益萎缩和片段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2人们不应只关注人类活动如何导致物

种的绝灭2也应研究人类如何改变动物的生存环境S寿命以及动物固有的生命轨迹J介绍了有关动物寿命研究的最新进

展2呼吁更多的学者投身到环境因素对动物寿命的影响这一迅速升温的诱人的研究领域中来J植物方面的类似研究也应

该尽早启动J
关键词F动物寿命C人类影响C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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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命T由来已久的话题

生命的长短千差万别1如寿命最长的动物巨龟在饲养条件下能活到近 A]V岁1而一种细小的生活在水

中的腹毛动物可能是动物界中最短合的1其生命周期只有 X/̂就哺乳动物而言1灵长类的寿命最长1人类则

是灵长类中寿命最长者1可达一百余岁?_%’22%‘’*4%2)1A]abcAWWa1ADD岁&̂微小的 是哺乳动物中寿

命最短的1只有 AcAdb’的生命周期^有趣的是1在灵长类中1大脑越大1寿命越长^通常情况下1动物生长

越快1寿命越短^松鼠类的啮齿动物由于新陈代谢速率相对更慢1其寿命比老鼠类啮齿动物长 DcX倍^这

些现象引发了许多有的问题1例如T寿命的机理是什么C可以将所有生物一起进行比较吗C生命在什么时候

开始和结束C对此人们能够具体地观察些什么和做些什么C
动物的寿命系指其生命的开始到完结之间持续的时间1但是1有些动物?如原生动物&是通过母体的分

裂来繁衍的1它们并不是单个的个体1在本质上近乎是永生的^不能将无性繁殖系或遗传学上一致的有机

体与源于有性繁殖的个体等同看待1因为这就象拿苹果与橘子进行比较^因此1在进行比较时必须将它们

排除在外^很显然1如果没有灾害降临1某些鱼类和爬行类动物是可以持续生长直到永远的1但它们是最老

的动物吗C也许是 不̂过1绝大多数动物是野生的和四处移动的1无法对其生命周期进行全程追踪以确定其

最终的寿命^通常只能确定那些被捕获动物的寿命1因为人们能够全程追踪其生命周期^
长寿为人类以及其它群居性动物提供了许多的优势1寿命的少许增加可以被逐代巩固和加强1导致寿

命的进一步延长^例如1寿命的延长使人类和其它生物有机会开发出在老年时期维持健康和修复身体缺陷

的生物学机制 寿̂命的增加也使老一辈个体能更好地培养并将生活的经验传授给后代 随̂着寿命的延长和

生活经验的有效积累1社会的劳动产品可以在几代人之间不断传授1使生物个体专长于某一方面1进而有

助于寿命的进一步延长^不过1寿命的长短究竟取决于什么1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那一个更为重要1这些问

题目前仍然是不清楚的1许多相关的理论和假说仍然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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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对寿命的影响"当今的研究重点

早期关于动物寿命及其老化过程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遗传学的背景和诸如体态大小和智力水平#如大

脑的体积$见%&’(等其它生物因素的影 响$这 些 研 究 包 括 寻 找 控 制 寿 命 的 基 因 以 及 热 量 限 制 和 最 新 提 出 的

干细胞%)’对寿命的影响*例如$在研究蛔虫与长寿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几个似乎有助于长寿的

基因组*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环境因素#尤其是人类导致的环境变化(可能影响动物的寿命*最近在分子

水平上的研究一直以酵母+蛔虫+果蝇+老鼠和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作为研究对象$很少涉及野生动物*
这 些年来$学者们一直推测$包括人类在内的一些物种长寿的原因在于他#它(们大脑的大小+自我保

护的特性或出色的躲避天敌的能力*最近$两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提出$在人类以及其它社会性物种

中$长寿是通过进化过程演化而来的优良特性*事实上$他们的研究指出$社会性生物的长寿有益于这一特

性的逐代累进$寿命的延长是一个,自我强化#-./012.340526347(8的过程$,鉴于发达国家中人类寿命不断增

加这一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的寿命还会继续延长8*

9 环境对寿命的影响"被忽视的问题

相对于遗传学的研究$在长寿和衰老机制研究中$环境方面的影响很少被人们所关注*然而$越来越多

的证据显示$环境因素对动物寿命的影响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最近发表在,新科学家#:.;<63.4=3-=(8上的

一篇文章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该文报道$大小相似的不同动物的寿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值得

进一步探讨$因为人类以及相关的家养动物的寿命明显地高于其它动物#见图 &回归线的上方(*图 &中的

回归线是否是,自然的8#即没有人类的影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类寿命的延长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和

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养动物#如狗+猫和马(寿命的明显增加部分地源于人类对它们的

深入研究$也在 于 它 们 拥 有 更 好 的 医 疗 条 件 并 且 生 活 在 一 个 受 到 保 护 的 环 境 中$这 是 一 个 不 可 否 认 的 事

实*不过$这种人为的影响也会降低其它动物的,正常8寿命*如果这两方面的影响保持平衡$,真实的8回归

将得到保持$但增加了变数*否则$图 &中的回归线就不是,自然的8和,真实的8*换句话说$如果远离人类

的其它动物的寿命是,真实的8$图 &中的回归线本应是一直上升的#即截距更大(*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人

类 和家养动物引起的衰退和竞争#即动物的寿命由于人类及诸如驯化等人为活动的影响而缩短($其它动

物寿命的下降将会使回归线得到修正*
以 下几点也是有待进一步探讨和验证的$#&(图 &中有几种远离人类的动物也位于回归线的上方$造

成这些例外的原因是什么?除了身体的大小能用来预测寿命的长短外$大脑的体积或智力水平是否也和动

物的寿命相关%@’*#)(人类活动是否改变了,自然的8回归线?改变了多少?图 &中的两个图表透露了另一

处 值得怀疑的地方"地质历史上的的环境变化居然一直没有改变代谢速率#或耗氧量(与体重之间的本质

关系$它本应该引起寿命与体重#即剩余量(之间关系的显著变化的*造成这一疑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取样

或测量的错误吗?寿命与许多其它的生命历史和生物地理学因素#如多样性+丰富度和分布等(之间可能存

在直接和A或间接#如通过身体的大小(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异速生长和生理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将

有助于回答这些有趣的问题*

B 探讨和展望

由于环境因素能够影响许多生物的寿命$生物的寿命可以作为衡量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生活在明显

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间的比较研究将是有益的和非常有效的*例如$人们可以广泛地

比较生活在不同的健康状况+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收入阶层和不同的医疗卫生条件下的人的寿命$也

可以比较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大陆和不同的纬度地区的人的寿命*最近$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比较CC克隆

动物与自然繁殖的动物之间的比较也成为可能$并将是特别赋有启示意义的%D’*比较研究有助于检测遗传

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动物寿命的相对影响程度*
以往的研究显示$长寿具有进化的因素%EFG’*因此$系统发育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同一物种不同的个体或

近缘的物种之间潜在的联系和差异*随着越来越多的物种的相关资料的积累$使人们可以用数量分析和实

验的方法探讨大脑的人小+体重+生育能力和其它的生命历史或行为特征之间的异速生长关系$进而探讨

其与动物寿命之间的关系%HF&I’*例如$从生活史进化的角度$JKL245M%H’曾采用无维变数的方法探讨有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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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动物群体代谢速率"耗氧率#"左#和寿命"右#与体重的相互关系"引自 $%&’()*+,和 -.&/%0*!1,2有修改#

3456! 7%&.’4()894:8;%’<%%)=%’.;(&4>0.’%"(?@5%)>()8A=:’4()0.’%#"&%B’#(0&4B%8:.)"0459’#.)/;(/@=.884)

C.04(A8.)4=.&50(A:8"=(/4B4%/B0(=$%&’()*+,D8%%.&8(-.&/%0*!1,#

活史的测量"如作为起始繁殖年龄*E,一部分的平均成熟年龄*F,2或G收益H消耗比I*FHE,#在某些生物类

群"哺乳动物2鸟类2鱼类#内没有变化的原因JK’%.0)8*L,曾试图运用实验进化的方法来解释一些重要的生

活史特征"如寿命和繁殖#间的平衡是否是由于功能和基因表达间的矛盾所引起的J随着人口以及人类活

动的持续增长和加剧2对处于不同人为影响条件下的相同的动物或植物物种进行比较将是有用的J同样2
对处于捕获状态和野生条件下的同一物种进行比较也将有助于比较准确地了解人类活动对动物寿命的影

响2虽然实施这样的比较不是很容易的J类似的探讨和研究也应该在植物中开展2应该特别注意植物园"园

艺#和农业生产活动对相同的或近缘的野生物种的长期响J
此 外2人 类 的 活 动 不 仅 影 响 生 物 个 体 的 寿 命2也 会 影 响 某 些 具 有 不 同 生 命 周 期 的 物 种 的 多 度 和 丰 富

度J例如2虽然人们还没有清晰的证据来证实人类活动对某一植物物种寿命的影响2但人类活动的干拢增

加了地球上短命植物的种数和多度2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M 与其它生态学问题相类似2寿命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个最为复杂最富挑战性的课题J要回答上面提出的诸多问题2还得区分正常情况和例外事

件2提出自己的理论和见解并加以检验2通过多学科的综合手段探索和发现被研究现象的潜在的机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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