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能感受到自己

的脖子、手、脸更容易长皱纹。如果你

经常用右手，右手往往看起来比左手

更老；如果你很爱大笑，眼角更易长鱼

尾纹。皮肤能最直观地呈现衰老，不同

年龄之间或者同龄人之间，皮肤状态

也千差万别。那么，皮肤之外的器官

呢？科学上又如何解释？

近日，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主

导的一项多组学研究发现，人体内的各

种器官和系统都有自己的生物“时钟”，

记录着不同的年龄。这些“时钟”根据每

个人的遗传和生活方式等因素而存在很

大差异。相关论文发表于《细胞报告》。

给人体器官测年龄

评估生物衰老的概念早在 1970年

就已提出，但那时候的研究很笼统，要

么是开发单一衰老指数的估算方法，

要么用体外组织和细胞培养研究分子

衰老生物标记物。

“国际上缺乏精确估计人体器官和

系统衰老率的实际应用，所以我们决定

设计一个。”论文第一作者、深圳华大生

命科学研究院精准健康研究所衰老研究

中心主任科学家聂超告诉记者。

这项研究瞄准 20~45 岁年龄段的

健康人群，有别于前人对老年群体和

患病人群的衰老研究。“我们更想知道

在患病之前，身体是如何随年龄变化

的。”聂超说。

研究人员在深圳地区招募了符合

该年龄段的 4066 名志愿者（女性占

52% 、男性占 48%），收集他们的血液、

粪便样本和面部皮肤图像，并进行体能

检查。该研究共监测了 403项特征。

“我们把这些特征分为 9类，包括心

血管相关、肾脏相关、肝脏相关、性激素、

面部皮肤特征、营养 / 代谢特征、免疫

相关、体能相关和肠道微生物组。”论文

共同第一作者、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

院精准健康研究所的李艳告诉记者。

从这九大板块着手，研究人员测算

了各种器官和系统随年龄的变化速率，

构建了生物学年龄，然后用生物学年龄

做比较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人体不

同器官和系统的衰老速度不一样，有着

不同的生物“时钟”。

可能肝脏的“时钟”指向 21 岁，但

肾脏已经提前“奔四”了。如果你测量

得出某个器官和系统的生物学年龄比

日历年龄大，说明你该花时间调整生活

习惯，拯救一下老化的身体了。

不过，这次研究有一个小遗憾。“我

们最初的设计里纳入了大脑影像测量，

但因参与者很少，最终未采用这部分数

据。所以虽然做了九大类器官和系统，

实际并未覆盖人体的全部。”聂超说。

可预测长寿和疾病相关的死亡

一提到衰老，大家都十分关心自己

能活到多少岁、能否长寿，这项研究恰

好给出了答案。

“我们用基因组数据做桥联，在自

己的数据集里用新构建的生物学年龄做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将得到的结果在中

国长寿老人数据集里做了一个器官和系

统衰老速度的多基因风险评分，从而预

测一个人是否能够长寿。”李艳说。

其中，有几个生物学年龄的预测效

果非常明显，尤其是通过皮肤年龄对

长寿的预测。这也印证了“如果一个人

外在看起来年轻，其内在的身体机能

水平也更年轻”。

除了预测长寿，生物“时钟”还能预

测和疾病相关的死亡。

以心血管为例。目前通常用甘油三

酯和胆固醇这些单一指标来预测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而我们把血糖、血脂、

心电图等指标叠加在一起，构建心血

管生物学年龄，比单一指标预测心血

管疾病导致死亡的效果显著提升。”聂

超表示。

所以，当获得这些量化指标———即

使指标在提示的正常范围内时，某个器

官也可能比同龄人平均水平老化快。这

项研究正是给体检没有异常指标的正常

人群提供了更精细的衰老评估，从而提

醒人们该重视哪些器官和系统了。

此外，每个人每个器官的衰老程度

差异，往往与基因密切相关。科研人员

用这些信息做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找

到了一些可能与衰老速度相关的基因

或者代谢通路。

在“2035 年健康中国建设”远景目

标下，研究团队希望这项研究成果未

来可以纳入体检，为健康布防，助力精

准医疗，引导大家健康生活。

多部门协同“闯关”

谈及这项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李艳

认为前期的样本采集、问卷调查、数据

整理都是“大工程”。整个研究从数据

采集到论文发表持续了 5年，最终发表

时论文作者多达 28位。聂超说：“我们

整合了华大内部许多资源，多个部门联

动‘闯关’。”

开展这项研究获得了许多外部认

可和支持。关于把衰老研究年龄段定

在 20~45 岁能否得到学界认可，研究

团队对此并不是很有信心。“因为研究

衰老通常绕不开老年群体，我们担心同

行专家会产生疑虑。”李艳说。但令人惊

喜的是，合作的几位国内外专家很支持

这项研究，他们甚至认为，“这项研究可

以填补健康年轻人衰老研究的空白”。

接下来，研究团队还会定期跟踪受

试者的生物“时钟”变化，纵向研究衰

老变化或疾病发生。

也许在将来，延缓衰老不再是神

话。即使年迈，自己依然可以很美很健

康。正如美国诗人狄金森所言，“我们

并非在年复一年地变老，而是日复一日

地焕然一新”。

相关论文信息：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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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记者 张晴丹

每个器官都有专属“时光机”

据新华社电 日本顺天堂大学日前

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参与团队

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在动物实验

中成功改善了小鼠与年龄增长相关的

病症，还能延长早衰症模型小鼠寿命。

这项成果有望用于与年龄增长有关疾

病的治疗。

科学家此前已发现，人体内的衰老

细胞能够导致许多与年龄增长相关的

疾病发生。衰老细胞是指在压力作用

下因染色体受损而不可逆地停止分裂

的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细胞会在

机体组织内累积，但迄今尚未发现可

以选择性且无副作用清除衰老细胞的

方法。

顺天堂大学发布的公报说，该校研

究人员参与团队报告了一种衰老抗

原———非转移性黑色素瘤糖蛋白 B

（G PN M B）。G PN M B 是一种在衰老细

胞中聚集的分子，它在患动脉粥样硬

化小鼠的血管内皮细胞和白细胞中表

达增多。用高脂肪饮食小鼠进行的实

验显示，敲除含有 G PN M B 分子的衰

老细胞相关基因，可以减弱这些小鼠

脂肪组织的衰老程度，改善它们全身

代谢异常。

研究团队以 G PN M B 为抗原成分

研发出抗衰老疫苗。实验显示，这种疫

苗能成功清除小鼠体内含有 G PN M B

分子的衰老细胞，改善小鼠与年龄增

长相关的病理性改变，还能延长早衰

症模型小鼠寿命。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老

化》杂志网络版上。研究团队认为，这一

发现将来有可能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氏

症等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疾病。 （华义）

日本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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