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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秘方”在哪里：在基因里？
文 /袁原

面对百岁老人，科学家寻找新的研究方向

“长寿村”的奇迹
意大利本土最南端的卡拉布里

亚地区有一个名叫“莫洛乔”的偏僻
小村庄，全村 !"""多名居民中有 #

人年龄超过 $%"岁，还有 #名 &&岁
老人。为探寻当地人长寿的秘密，遗
传学家朱塞佩·帕萨里诺和毛里齐
奥·贝拉尔代利专程前往探访。
他们在那里见到 $%'岁的萨尔

瓦托雷·卡鲁索。这位老人正在壁炉
前烤火，借着火光阅读报纸上一篇
关于世界末日的文章。壁炉上的镜
框装裱着他的出生证———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卡鲁索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他

清晰地记得 )岁那年父亲去世的情
形，妈妈和哥哥怎样被 $&$)年爆发
的流感夺去生命，以及 $&!(年自己
因伤退伍的事情。当被问及养生之道
时，卡鲁索说：“不吸烟，不喝酒，不碰
女人。”豆子和无花果是他的主要食
物，童年时几乎没吃过任何红肉。

$%* 岁的多梅尼科·罗密欧和
+"#岁的玛利亚·罗萨·卡鲁索也给
出相似的答案。罗密欧说，自己多年
来什么都吃，但什么都只吃一点点。
两位学者并不相信这种所谓的

“长寿食谱”。贝拉尔代利说：“他们
总说，自己只吃水果和蔬菜。”帕萨
里诺补充道：“那是因为他们只有蔬
菜和水果可吃。”
曾有不少研究试图证明，吃素

并节食能够延长寿命，但近年来的
研究却发现很难在两者之间建立必
然联系。遗传学家如今相信，强大的
基因技术、基础分子研究以及对人
口数据的分析，才是破译“长寿村”
秘密的正确途径。
他们的研究实验首先在当地民

政事务登记处展开。意大利各地方
政府保留了自 +),+年以来所有市
民出生、结婚和死亡的详尽资料。帕
萨里诺的同事马可·焦尔达诺等人以
此为据，为卡拉布里亚区的 !"!位
&"岁以上老人制作家谱族系图，把
他们与其兄弟姐妹和配偶相比较。
焦尔达诺说：“他们来自同样的

文化背景，饮食、生活环境也一样，
但他们的基因不一样。”他们发现，
从基因角度而言，男人可能比女人
更长寿。这与之前一些研究结论截
然相反。焦尔达诺解释，男人拥有更
利于长寿的基因，但女人更善于照
顾自己，结果往往活得更长。
分析显示，当地 &"岁以上老人

负责消化和尝味的等位基因比较特
殊，因此偏好食用略苦的食品，例如
西兰花和其他深色蔬菜。这类植物
往往富含多酚，有利于细胞健康也
有助人们更有效吸收营养。
总之，这些长寿老人似乎拥有

“加强版基因”，影响着他们吸收能
量、调节体温并最终延长寿命。

“小人国”的礼物
在地球的另一端，厄瓜多尔南

部山区医生海梅·格瓦拉对拉伦侏

儒症的跟踪研究，为人类降低老年
病患病率、延长寿命提供了另一种
希望。

拉伦侏儒症是一种罕见病症，
由基因变异引起，患者身材矮小，平
均身高只有 +!!米。在格瓦拉行医的
偏远山区，这种遗传疾病尤其高发，
!(年来他接触过 +""多名患者。这
些“小矮人”虽然长不高，但不会患
上随年龄增长出现的各种老年病。

#" 岁的单身母亲梅什·罗梅
罗·罗布莱斯是典型的拉伦侏儒症
患者，身高只有 +!! 米，异常肥胖。
格瓦拉拍着罗布莱斯的肩膀说：“瞧
瞧她，按脂肪含量算，她肯定得患上

糖尿病，但她却没事儿。”
经过多年跟踪研究，格瓦拉发

现，他接触的拉伦侏儒症患者无一
患上糖尿病或癌症。“我意识到其中
必有联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细胞生物学家

瓦尔特·隆哥从格瓦拉的患者身上
抽取血样带回实验室，发现这些血
液能够使培养皿中的人体细胞免受
癌细胞影响。
难道拉伦侏儒症患者的血液中

比别人多出某种让人健康长寿的神
秘成分？恰恰相反，与常人相比，这
些患者的血液严重缺乏 -./0+。这
是一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对儿童

身高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
-./0+是人体新陈代谢强有力的调
节器，还是癌扩散的促进剂。严重缺
乏 -./0+的拉伦侏儒症患者虽然长
不高，却免受糖尿病和癌症折磨。

“好基因”的功劳
在纽约，以色列医生尼尔·巴尔

齐莱牵头的“爱因斯坦项目”自
+&&) 年开始跟踪研究百岁以上老
人的长寿原因。
该项目的研究对象最初仅锁定

纽约城北布朗克斯的 * 名百岁老
人，后扩展至纽约市附近的 (""多
名百岁老人。结果发现，这些老人全
是来自中欧的德系犹太人，他们的
长寿“秘密”在于共有某种基因。
“爱因斯坦项目”收集的数据显

示，这些老人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
白含量相对较高，其子女的含量甚
至更高。高密度脂蛋白是一种有益
健康的胆固醇。科学家发现，这些老
人全都携有胆固醇酯转运蛋白
（1234）的一种基因亚型。进一步研
究证实，1234 基因亚型有助于预
防心血管疾病。
“爱因斯坦项目”代表了近年来

人类长寿研究方向上的显著改变。
巴尔齐莱说，过去，科学家致力寻找
所谓的“致病基因”，却常常一无所
获，这或许因为还有一组“保护基
因”在发挥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科
学家转为研究“保护基因”，它们的
存在令“致病基因”失效。

/565* 基因变异就是这样一
种“保护基因”。夏威夷大学科学家
发现，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瓦胡岛
美籍日本人出奇健康。虽然年过
)%，他们无一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
冠心病等慢性疾病。
科学家们试图从基因里寻找长

寿秘密，但反对基因宿命论。帕萨里
诺说：“决定长寿与否，并非是好基
因、坏基因那么简单，而是恰当的基
因在恰当的时机发挥作用。说到底，
人们能否长寿，基因只发挥 !(7的
作用，环境和运气都有关系。”

比如说，要是“长寿村”的萨尔
瓦托雷·卡鲁索不是在 ))年前因摔
断腿退伍，或许根本没希望活到
+%'岁，他的战友全部丧生战场。

生活环境封闭
基因变异固化

! ! ! !意大利的&长寿村#和厄瓜

多尔的&小人国#都是文化上封

闭'地理上偏远的地方$纽约的德

系犹太人也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

的族群(

这些地方的老人携有可延

长寿命的基因变异$ 或许与他

们生活环境封闭有关系)

遗传学家哈里*奥斯特勒

说$ 厄瓜多尔的拉伦侏儒症患

者可追根溯源至 !"世纪犹太

人的一支)

当时为逃脱宗教迫害$西

班牙系犹太人逃离伊比利亚半

岛$有些去往北非+中东'南欧

等地$有的逃到美洲)

在美洲的这一支为了逃离

宗教法庭追踪$躲开利马'基多

等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城市$选

择扎根偏远地区)

一部分人在厄瓜多尔南部

方圆 !#$ 平方公里的乡村安

家$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直到

%& 世纪 '& 年代也不通电'没

有电话$鲜有公路与外界相连)

这些犹太难民随身携带一

件特别 &行李#$ 那就是名为

()'&的基因变异)

这种变异发生于生长激素

受体基因)正常情况下$这种基

因能够产生接收生长信号的特

殊分子$促进人体生长) (!'&

基因变异则中止这一过程$其

携带者因此身材矮小)

由于封闭隔绝$ 村民多是

内部通婚$ 于是几个世纪以来$

(!'& 基因变异在当地反复出

现'扩散$固化了这种基因变异)

为活得更长，人
们在饮食、环境和生
活习惯等方面费尽心
思。越来越多研究却
显示，一个人能否长
寿，基因起决定作用。

从意大利到厄瓜
多尔，从纽约到夏威
夷，科学家将焦点锁
定“寿星”的基因，为
人类寻找长寿秘方开
辟新方向。

! 科学家从人类基因入手，为寻找长寿秘方开辟新方向 本版图片 &'

! 生活在“长寿村”的107岁老人萨尔瓦托雷·卡鲁索

! 患有拉伦侏儒症的“小矮人”与各种老年病绝缘

寻找长寿秘密
要从胎儿开始

! ! ! !科学家们试图从子宫寻找

长寿秘密,分析脐带血干细胞$

比较妊娠期间体型大小不同的

胎儿的基因) 这与新兴学科实

验胚胎学的研究息息相关) 这

门学科旨在研究环境影响如何

诱发 *+,的化学变异$ 并因

此改变基因的终生行为)

线粒体也是另一研究重

点) 线粒体能为细胞活动提供

能量$有&细胞动力工厂#之称)

科学家已经识别好几种线粒体

蛋白质与人类长寿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