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壽與否，基因決定？ 

科學家即將發現長壽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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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或許還沒發現青春之泉，但是他們已開始解開百歲人瑞的部分秘密了。具體來說，關鍵就

在人的基因。 

這份研究報告刊登在網路版《科學》期刊上，波士頓大學的寶拉．賽巴提妮與湯瑪斯．裴爾博士

所領導的團隊，分析了一千多位百歲人瑞的 DNA，發現了一批稱為基因標記的 DNA 輕微變異，可用

以預估能否長命百歲，準確率高達七成七。 

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事實上並沒有單一的「長壽基因」。對大多數高齡人士來說，長壽似乎是

一百五十種標記其中多種標記的累積效應所導致的結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記。 

研究的共同作者娜迪雅．索洛維夫指出，「我們的研究顯示，要成為百歲人瑞有各種不同的途徑，

人們老化的方式各不相同。」 

 

健康保險費用會是個問題？ 

研究人員表示，對於想知道自己能否活得久長的人來說，這些標記未來可能具有預測的能力。但

光是基因並不能代表一切：因為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環境與生活方式已知也在老化上扮演了重要角

色。只有到了非常老、大多數人都活不到的年紀時，基因才會是重點所在。 

裴爾表示，避免這種預測遊戲也有其社會因素的理由，包括認為這可能影響健康保險費用及人們

是否已有準備妥善因應預測結果等疑慮。 

研究人員指出，眼前的工作是找出研究中所辨識的基因及生化路徑的特徵，未來這類資訊有可能

被用來研發與年齡相關疾病的藥物，例如心臟病、糖尿病和阿茲海默症，因為這些疾病在百歲人瑞身

上出現的比率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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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醫學發明 

裴爾表示，「這真的開啟了通往未來研究之門。」研究中辨識出的潛在基因數目不少，但是這數

字不如預期那麼高，不過仍讓老化研究人員相當受到鼓舞。 

愛因斯坦醫學院的老化研究中心主任尼爾．巴奇萊表示，「如果在這篇報告發表之前問大家，『要

判定超級長壽與否，需要幾個基因？』大家可能會說應該需要好幾千個。」僅一百五十個標記就足以

準確預估，意味著治療方面的前景相當樂觀，他說，「這是個可以著手進行的數目。」 

這些基因可能掌握了治療或預防許多年齡相關疾病的秘密，因為百歲人瑞似乎還有某種特別的因

素，而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個別疾病相關基因。尤其讓人在驚訝之餘也充滿希望的是，研究發現，就會

使年齡相關疾病風險增高的標記而言，百歲人瑞和控制組近千位一般年齡人士擁有的數目相同。 

裴爾與塞巴提妮指出，這意味著，超級長壽相關基因似乎能打敗疾病基因造成的負面效果。 

然而其中機制如何運作，則完全不得而知。 

 

法國百歲人瑞 

雖然這些基因研究新成果讓科學家極感興趣，不過長壽會遺傳早已人盡皆知。舉珍妮．卡曼特來

說，她在一九九七年以一百二十二歲高齡過世，是有紀錄以來確知最長壽的人。 

卡曼特的父母也非常長壽，她的父親享年九十四歲、母親享年八十六歲，這樣的壽命現在看起來

也許很平常，但在他們當時的年代來說卻相當不得了。整體而言，卡曼特的近親有兩成四至少活到八



十多歲，總人口中卻只有百分之二可以活到八十多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