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称空气污染

伤害健康年轻人血管

美国心脏病协会《循环研究》杂志
10月25日刊登的一项新研究说，空气
污染能伤害健康年轻人的血管，这有
助于解释为什么空气污染可能会引发
心血管疾病。

由于受地理条件等影响，美国犹
他州普罗沃市会周期性出现相对严重
的空气污染，曾被评为美国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从2013年开
始，研究人员连续3个冬季抽取普罗沃
市72名健康成年人的血样进行评估，
这些人都不吸烟，参加研究时的平均
年龄为23岁。

血样分析结果显示，每当空气中
直径小于2 . 5微米的细颗粒物(PM2 . 5)
浓度上升时，这些年轻人血样中的心
血管疾病标志物水平也会出现异常变
化。例如，血样中显示血管细胞伤害与
死亡情况的微粒数量显著增加，抑制
血管生长与预示血管炎症的蛋白水平
也同样增加。

参与研究的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
教授阿鲁尼·巴特纳格尔说，这些发现
表明空气污染引发高血压、心脏病及
中风的情况可能比先前认为的更普
遍，而且发生在比先前认为更早期的
年龄阶段。

巴特纳格尔说：“虽然我们已经知
道空气污染可能在高风险易感人群中
引起心脏病发作或中风，但这项发现
显示空气污染甚至也能影响看似健康
的人群，这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应关注
空气污染，而不仅仅是病人或老年
人。”

10月24日，欧洲研究人员在《欧洲
心脏病学杂志》上报告说，长期生活在
空气污染严重城市中的人，患高血压
的风险将显著升高。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篇新发表的
论文称，人们如果撒一些利己的小谎，
就有可能更进一步，编造更大的谎言，
而且假以时日，大脑似乎会做出调整，
去适应这种不诚实。

研究人员称，上述研究结果为“滑
坡谬误论”提供了证据，这种论调有时
会在反复无常的政客、腐败的金融家、
出轨的配偶以及其他人等为自己的不
当行为辩解时浮出水面。

“在他们的叙述中，起初发生的不
过是些小事，但事情越来越大，然后他
们突然发现自己做出了极为恶劣的举
动。”论文主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认知
神经学助理教授塔利·沙罗特说。

每个人都会偶尔撒个谎，哪怕只
是为了让朋友感觉好一点(“这条裙子
你穿着真好看！”)抑或是给没回邮件
找个借口(“我从未收到！”)当然了，有
些人撒谎的次数会比其他人多。

但不诚实一直是一种难以研究的
特质。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有时会让
受试者撒谎，并通过脑部扫描仪观察
其脑部活动。沙罗特博士和同事们设
定了这样一种情境：给予受试者自愿
撒谎的机会，并激励他们这样做。

一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扫描仪
监控着脑部的活动，受到研究人员重
点关注的是杏仁体，一个与情感反应
有关的区域。

在这项研究中，受试者接到指令，
要就罐子里有多少硬币给待在另一个
房间里的伙伴提供意见。当受试者觉
得就硬币数量撒谎对自己有利时，会
更倾向于欺骗对方，而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其谎言会逐渐升级。谎越撒越
大，杏仁体里的反应则越来越弱。此
外，通过受试者一次次尝试撒谎时反
应减弱的程度，可以预测他们下一次
撒的谎又会严重多少。

沙罗特博士称，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随着大脑变得越来越麻木，最初与
撒谎有关的负面情感信号会逐渐减
弱。

本报记者 任志方

115岁真的是

人类“死亡之墙”？

人到底能活多少岁，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极限年
龄和其生长期或成熟期有关，寿命
应当为其生长期的 5— 7倍，为
100—140岁。到了近代，科学家从生
命科学的角度得出类似的结论，美
国科学家海尔·弗利克1961年提
出，人的细胞分裂到50次时就会出
现衰老和死亡。而正常细胞分裂的
周期大约是2 . 4年左右/次，照此计
算，人的寿命应为120岁左右。

有史以来的人口统计数据也
在不断接近科学家们给定的数
值。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平
均寿命就在不断提高。据有关资
料证实，古希腊人的平均寿命估
计是20-30岁，古罗马人是15-30
岁，中世纪英格兰人的平均寿命
估计是33岁，20世纪初美国人的平
均寿命估计是48岁左右，据联合
国统计资料，到1995年，全世界人
均寿命已达到65岁。2007年，世界
人均寿命最长的是日本人，男性
平均79岁，女性平均86岁。

按照这个趋势，人类的寿命
似乎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
提高。但近日，纽约爱因斯坦医学
院的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
文表示，1970年到1990年，是人类
寿命延长提升的高峰期，然而到
了1990年代中期和末尾，这一趋势
就开始停滞。数据显示，人类的

“死亡之墙”在115岁。
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

表论文表示，根据他们对一个国
际数据库的分析，人类已经开始
触碰到了寿命的“天花板”。这些
数据来源于41个国家和地区。过
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的寿命出
现了一次大幅增长，这无疑是现
代医学的功劳。

然而从1990年开始，这个增长
趋势开始变缓，调查样本中88%的
国家和地区中，这一增速停滞了。
即便是法国、英国、美国、日本这
四个高寿老人最多的国家，到1990
年代中期，最高寿命均值也稳定
在114 . 9岁左右，并且此后人类的
最高寿命没有再度突破。

不过更可惜的是，虽然理论
上人类能活到115岁，但大多数人
的生命车轮总是在行进到大半时
便戛然而止。据世界卫生组织最
新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平均
寿命为：男性71岁，女性74岁。

基因技术也跟不上

疾病和衰老的节奏？

尽管各路研究者对于人类的
寿命都持保守态度，但总是有人
会提出挑战。2000年，美国两名研

究人员曾打赌人的寿命可以达到
150岁。

这场友好的打赌从2000年开
始，当时研究衰老的生物学家
Steven Austad引用一篇发表于
《科学美国人》的成果做出挑衅性
的陈述：第一位150岁的人现在可
能诞生了，而另一位研究衰老的
专家Jay Olshansky则不这样认
为，为此两位科学家决定就这场
辩论下赌注。2000年9月15日，两人
每人向投资基金里存入150美元，
并签订了合同，说明这些资金和
任何回报将在2150年支付给赢家
(或其后代)。这场打赌还规定，只
有这名150岁的老人头脑是清醒
的，Austad才能赢。

16年来，科学家曾经押下的
赌注已经增加到600美元。如果这
些资金以当前的兑换率增长，那
么赢家的后代在2150年将可得到
数亿美元。

在他们订下赌约后的这16年
里，医学和生物学在飞速发展着，
对于人类寿命极限的预测甚至出
现了更加夸张的说法。不少科学
家，如加州山景城SENS研究基金
会首席科学官、老年病学家奥布
里·德·格雷博士曾提出大胆假
设，根据基因技术的研发速度，人
类活到1000岁并不是梦。

但持这类结论者在研究者中
仍属于少数，至少现有的技术还
支撑不起这样的说法。爱因斯坦
医学院的研究小组就认为人类寿
命1000岁的假设是不可能的。

对于改变生长因子相关基因
可以人为提高寿命的说法，该研究
小组的成员简·维京并不同意：“寿
命由太多基因控制。你可以堵上其
中的一个洞，但不可能一下子堵上
随后出现的10000个洞。延长老鼠、
果蝇这些实验动物寿命的方法很
难在人类身上奏效，人类细胞寿命
和保护染色体两端端粒有关，你可

以保护端粒延长细胞寿命，但可能
会引发其他疾病。”

简·维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
一个老人在70岁时患上心脏病，
但他身上其他器官的机能还处于
相对良好的状况，那么服用针对
心脏病的药物，可以显著延长这
位老人的寿命。但是百岁以上的
老人身体系统已经羸弱，即使不
死于心脏病，也可能会死于其他
疾病，“所以115岁应该是一堵‘死
亡之墙’，现代医学无法克服”。

生活方式对我们

能活多长的影响最大

活到1000岁确实不太现实，不
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活到100多
岁的可能性也并不高。在这个问
题上，“木桶效应”理论能解释人
为什么活不到理论上的“天年”。

人体包括脑在内有几个重要
的功能器官，比如心、肝、脾、肺、
肾等内脏，从人出生开始，所有的
器官就迈上了“老化”的道路，再
加上自然界中有无数的因素影响
着这些重要的功能器官，使之不
断衰竭，以致让大多数人无法达
到“自然寿命期限”。在漫长的生
命活动中，其中任何一个器官功
能衰竭，都会成为“木桶上最短的
那块木板”，人的生命活动也将终
止。更不用说要随时面对的各种
意外了。

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人
体中本身就“埋着”疾病和死亡的
定时炸弹。《自然·通讯》杂志网络
版今年3月31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
示，两个特定的基因变异有可能影
响人的寿命，且这两种变异对男性
和女性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由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领衔
的一个团队对超过15 . 2万名志愿
者的基因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他
们发现，在人类基因组中两个独立
区域发生的变异会影响寿命———
一个发生在与肺癌风险相关的基
因中；另一个发生在与阿尔茨海默
症和高胆固醇相关的基因中。

研究人员推测说，人群中超
过三分之二的人会从父亲或母亲
身上遗传其中一种变异的副本，
这有可能导致寿命减少达一年；
如果两种变异的副本都有，会进
一步降低寿命。

报告作者之一、爱丁堡大学
学者彼德·乔希说，尽管这类基因
变异对寿命具有广泛影响，但“这
只是整个故事中的一部分，生活
方式对我们能活多长的影响才是
最大的，而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
自己了”。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要延长
寿命，比较现实的方法是延缓细胞
的衰老。这要求细胞尽可能少地处
在不利的环境中，同时也部分解释
了为什么戒烟戒酒等优质生活习
惯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近日发布的《“健
康中国2 0 3 0”规划纲
要》提到，2030年我国
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9
岁。千百年来，人类致
力于研究如何延长寿
命，过去一些科学家猜
测，人类寿命可延长至
200岁。目前寿命最长
的人是莱昂德拉·贝塞
拉·伦夫雷拉斯，是一
位墨西哥老妇人，据称
已经127岁。不过，现代
科学似乎正在打破人
类对自身寿命极限的
幻想，将人生的长度限
制在了120岁左右。

说谎多了

大脑就会麻木

人类的寿命极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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