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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动物寿命因素的探讨 
何建中，白巨利，杨振华，董川* 

(山西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太原市，030006) 
 

摘要：本文探讨了影响动物寿命的先天和后天因素。发现先天遗传因素对动物寿命有

一定的影响，对于不同物种，寿命主要与体型大小和发育期长短有关；对于同一物种，本文

认为寿命长短由长寿基因、疾病基因、免疫基因和性别基因这四类基因决定。后天环境因素

和生活方式，如温度、饮食、生育、运动、性格与心态等均会对动物的寿命产生影响，而且

这些后天因素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发现晚婚晚育、合理饮食、心态平和、良好环境、适度

运动等皆可使人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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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人类物质条件与医疗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人的平均寿命也不断提高。人类

于是更加关注自己的寿命，然而为什么有的人寿命长，有的人寿命短？  

寿命是指一个生物个体从出生到死亡所经过的时间，中间经历了发育、成长、成熟及老

化。哺乳动物的正常寿命一般是发育期的5-7倍。生命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的自然寿命可达

160-200岁，然而人类的实际寿命很难达到这个理想值。在动物的生命过程中，究竟是哪些

因素影响了动物的寿命？寿命的长短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是

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还是由后天环境因素决定？本文对此进行了科学的思考，并得出了一

些启示。  

一、先天因素与寿命的关系 

1. 不同物种寿命不同 

不同种类动物的寿命不同，有的动物寿命仅为几个小时到几天，而有些动物的寿命却能

够达到几百年。这主要与动物体型大小及动物的发育期长短有关。 

① 体型大小与寿命的关系 

一般来说，动物体型越大寿命越长。如动物界中，草履虫、变形虫体型最小，其寿命也

最短，一般为几个小时；鲸鱼体型较大，寿命也较长，可达100岁。再如，狮、虎、豹的体

型比苍蝇、蚂蚁的体型要大很多，所以前者又比后者寿命长很多。 

②发育期长短与寿命的关系 

发育期的长短决定了一种动物的成长速度和最终体重。动物生长发育期越长，寿命越长。

比如，人比猫、狗、牛、羊的成长速度都慢，所以人的寿命要高于以上几种动物；而猫、狗、

牛、羊的成长速度比鸡、鼠的要慢，且体重也比它们大，所以前者的寿命要比后者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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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虽然比乌龟的体型大，但是乌龟的寿命是大象的四倍，因为乌龟的生长发育期漫长。

因此，寿命长短是由体型大小和发育期长短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表1列出了部分哺乳动物

平均寿命与其生长发育期及体型大小的关系。 

表 1 哺乳类动物平均寿命与其生长发育期及体型大小的关系 

动 物 体型大小 生长发育(年) 平均寿命(年) 

猫 小 1.5 8～12 

狗 

羊 

牛 

马 

骆 驼 

人 

较小 

较小 

中 

中 

大 

中 

2 

2 

4 

4 

8 

18 

10～15 

10～15 

20～30 

20～40 

40 

65 

动物的寿命有发育、成熟、衰老三阶段。发育期很重要，发育期越长，寿命越长。慢工

出细活，发育期越长，生命构建的越精细，生命的质量和性能就越好，寿命自然也越长。做

任何事情也是如此，准备阶段越长，发展就越完善，就越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因此，我们

做事要有耐心，不要急于求成，磨刀不误砍柴工，许多伟人都是大器晚成。 

动物体型越大，寿命越长。大作为需要大投入，体型越大，包含的物质越多，生命体构

建和组织这些物质耗时就越长，寿命必然也越长。因此，任何事物要想长久存在，就需要做

大做强，必然需要大投入，还要下大功，出大力。所以人要不断地充实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自然可延年益寿。 

2. 同一物种寿命不同 

人类的寿命与遗传有关，遗传是由基因决定的，不同的个体基因是不同的，因此同一

物种不同个体的寿命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百岁老人的基因都是比较完美的组合，

有益基因多，有害基因少，因此患病风险小，寿命长。本文提出，影响动物寿命的基因可以

分为四类：长寿基因、疾病基因、免疫基因和性别基因。 

① 长寿基因 

人类的基因序列中有些片段和构造会对人的寿命造成影响，目前，人们已经发现许多

与长寿有关的基因。科学家通过对人类基因图谱的反复观察比对，发现人体的 4 号染色体上

存在着长寿基因。美国的科学家发现长寿基因载脂蛋白 E 基因的变异体 E2 基因具有增强内

分泌的功能，可以抵抗疾病的侵害从而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SIR2 也是一种长寿基因，可

以延长多种生物如酵母、线虫、果蝇等的寿命。再如，Panowski 等[1]在《nature》上报道发

现 PHA-4 基因独立地发挥着延长寿命的作用，不管是否减少线虫的喂食量，都会使线虫的

寿命延长。 

② 疾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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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是影响健康长寿的大敌，遗传因素是某些疾病的致病因素，如哮喘、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癌症等都具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这些疾病的发病与基因密切相关。哮喘病的

遗传受到多基因的调控，研究发现哮喘有许多易感基因，有哮喘易感基因的人比正常人的寿

命短。糖尿病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1 型糖尿病遗传的是胰岛容易遭受病毒侵害，并发生自

身免疫性破坏的基因，2 型糖尿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疾病，其易感基因包括容易发生肥胖、

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不足的基因。再如癌症的家族性能够说明其具有遗传性，其中结

肠癌、乳腺癌、视网膜母细胞瘤、肺癌等都具有一定的遗传性。有些人不吸烟也会患肺癌，

而有些人吸了一辈子烟也不会得肺癌，这就是遗传基因的差异。 

③ 免疫基因 

免疫系统的强弱与遗传因素有关，某些传染病的抵抗力可以通过父母遗传给子代，有

此抵抗基因的人比普通人的寿命长。如 Schliekelman[2]发现疾病抗性基因会通过家族遗传和

自然选择进行放大，如果有一位亲属携带一种传染病的抗性等位基因，那其他家庭成员感染

相同疾病的几率也会降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家发现，DAF-16 基因活性高的人群，免

疫力和抵抗力比其他人群要高，且其寿命也长。 

④ 性别基因 

    动物的寿命还与性别有关。一般而言，雌性动物要比雄性动物寿命长。从遗传上讲，雌

雄寿命的差别，本质是由于性染色体的差异造成的，进而造成了雌雄结构和功能的区别。女

性为 XX 配型而男性为 XY 配型，X 染色体上有许多能清除自由基产生的基因，女性有两个

X，男性只有一个，故女性抗氧化衰老的能力即寿命比男性长。雌性动物与雄性动物不同，

承担着孕育、生产、哺乳、培育后代的重任，其寿命要比雄性长才能完成这些使命。所以动

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越大，则寿命越长。 

总之，寿命受长寿基因、疾病基因、免疫基因和性别基因共同调控。人们已经发现了

许多影响寿命的基因，但是还有许多调控寿命的基因未被发现。人们只有了解了所有与寿命

有关的基因，才能真正理解同一物种不同寿命的关键所在。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结构决定

的，寿命也一样，是由基因的结构决定的。人们只有了解了事物的结构，才能真正认识事物

的性质，从而为人们调控改造事物奠定基础。应用规律首先要认识规律，认识规律就是科学

研究。科学研究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前提，所以我们要尊重科学，科教兴国。 

二、后天因素与寿命的关系 

1. 温度 

很多研究发现，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环境越寒冷，动物寿命就越长。比如，珍珠贝

在温度较高的西班牙，最多可以存活 29 年，而生活在较寒冷的俄罗斯的珍珠贝最长却可存

活 200 年。人也如此，生活在寒冷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平均寿命 80 岁以上，亚洲、美洲、欧

洲及大洋洲的人均寿命为 60~72 岁，而生活在热带非洲的人均寿命却低于 50 岁。Conti [3]

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当小鼠的体温降低 0.3-0.5 摄氏度时，雄性小鼠的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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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增加 12%，雌性小鼠的寿命增加 20%。 

为什么动物在低温环境下比在高温环境下寿命更长？化学家们都知道，温度增加会导

致生化反应速度加快。在温度较高地区，动物体内基础代谢率加快，生长发育和老化加快，

因而其寿命会缩短；而在温度较低的地区，动物基础代谢率降低，生长发育也变慢，故寿命

相对较长。 

当然，这种规律可能更适用于冷血动物。因为，冷血动物不需要用自己的能量来取暖

或降温，相比恒温动物，同样重量的冷血动物只需要 1/10~1/3 的能量即可满足自身的基本

代谢需求，因此，冷血动物的食物需求量相对较少，这种优势可使冷血动物在面临外界环境

温度降低或食物供给不足的条件下，靠降低基础代谢率，从而降低生长发育的速率，使其寿

命增长。而对于恒温动物来讲，生物正常的生命活动一般是在相对狭窄的温度范围内进行，

环境温度如果偏离最适温度太多，不论是温度上升还是下降，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从而影

响寿命。 

低温环境能增寿，寒带动物相对比热带动物寿命长。这对于我们人生同样也有启示作

用，梅花香自苦寒来，生于危难，死于安逸。人生的道路充满困难与挑战，困难与挑战磨练

我们的意志，有助于我们成长。 

2. 饮食 

① 食物的种类 

食物种类多种多样，有些食物常食有益于健康长寿，有些食物常食则会损坏健康，

缩短寿命。如多酚类食物(绿茶、紫葡萄、蓝莓、葡萄酒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类食物（如

鸡肉、鱼肉、植物油）、富含维生素及纤维素类食物（蔬菜、水果等）、高蛋白低脂肪类食

物（如蘑菇）都是利于健康长寿的食品。而常吃熏烤、煎炸、盐腌、高糖高脂类食物和常饮

碳酸饮料、酗酒却有损于健康长寿。 

天然食物比人工合成的食物更有利于人的健康长寿。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食物

好坏的判断取决于价格的高低，认为价格越贵、包装越好、广告做得越好、所谓科技含量越

高的食品对人体越有利，其实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观念。如 1 瓶苹果汁所含的营养并不比 1

个苹果所含的营养含量高，且营养成分种类也不如苹果齐全。因为苹果汁在加工过程中破坏

了苹果所含的许多营养成分，特别是苹果汁中加入了许多添加剂，如防腐剂、增稠剂、抗氧

化剂、人工色素、香料以及在加工包装过程中带来了许多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等，这些物质

都可能对人体的健康长寿有潜在危害。总之，大自然给予的是最好的，天然食品不但花钱低，

而且营养齐全，有利于人体的健康长寿。 

另外，人类在饮食过程中，还应注意饮食平衡，摄入各种不同的营养成分以满足人的基

本生理需求，某种元素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人的健康，饮食平衡对于人的健康长寿也是不容

忽视的。对很多长寿老人的调查发现，他们不仅饮食时间规律，且大部分人从不挑食。  

现在有许多饮食方面的报道和书籍，提出了多种论点，有的甚至互相矛盾，让人无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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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实，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适合他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我们要从化学、生命科

学的角度分析自我，判断食物，尊重规律，重视自然，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饮食规律。 

②食物的摄入量 

古人云，所食欲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欲多，心愈塞、年愈损。这表明节制饮食

可以延年益寿。日本东海大学的一项动物实验发现，限食可以使小鼠的寿命平均延长一倍。

美国贝勒医科大学[4]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文章表明，在实验室条件下，如果将果蝇食物

量减少一半，它们的寿命会延长 20%；将正常果蝇的嗅觉受体 Or83b 突变，使其失去嗅觉

感受，它们对食物失去兴趣，则寿命也会延长。日本京都大学[5]在《nature》上的研究报告

指出，让线虫每天禁食和每两天禁食，其寿命分别延长 40.4%和 56.6%。 

动物少吃可以限制热量，从而延长寿命。饥饿使动物寿命延长，温饱使其走向死亡。这

启示我们，越贪吃、贪财的人越劳神费力，寿命越短；越清心寡欲者能耗越少，寿命越长。

总之，少吃、少贪、清心寡欲可延长寿命。 

3. 生育 

Arantes-Oliveira 等[6]在《Science》杂志中的研究报道发现，如果去除秀丽隐杆线虫的生

殖系细胞前体，则其寿命会大大延长。英国科学家 Sgrò[7]在果蝇的研究上也找到了肯定的证

据，发现年轻时产卵的果蝇比成年时产卵的果蝇寿命短，表明老化过程主要源于早期生育的

恶果；如果用 X-射线照射果蝇使其绝育，寿命也延长。  

女性生育越迟，寿命越长。美国百岁寿星的调查发现，14%的女寿星终身未婚，20%的

女寿星在 40 岁之后才生育子女。英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年龄越长寿的女性，平均生育个数

越少，首次生育的年龄也越晚。 

由上可知，动物生育越迟，生育个数越少，寿命越长。从科学上讲，我国实行的计划生

育与晚婚晚育政策有利于健康长寿。 

4. 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运动有益于健康长寿。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系统，减少

患各种各样疾病的危险，产生一些对健康有益的物质，如酶和乙酰胆碱等活性成分，使身体

的很多器官处于最佳的代谢平衡状态，有利于健康长寿。 

生命在于运动，然而运动需要适度。很多研究发现，过多或超强度的运动，会使体内各

器官供血供氧失去平衡，加剧身体一些器官的磨损，导致大脑早衰，扰乱内分泌系统，损伤

免疫系统，促使机体新陈代谢加快，产生大量“活性氧”，容易使人衰老。 

因此，我们要适度运动。生命虽然在与运动，但运动在于平衡，平衡可以使人长寿，失

衡则会生病。这启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平衡和中庸。 

5. 性格与心态 

对很多长寿老人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长寿老人除了生活规律，饮食平衡之外，多数都

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我国心理学家对 107 位 90-102 岁的长寿老人进行性格的调查，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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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些老人说话、行动缓慢，心平气和，自制力强，拥有平和、均衡等有利长寿的性格。

瑞典一项研究表明，性格开朗的人患痴呆症的概率低 50%左右，还不易受外界压力影响，

这与他们大脑中的皮质醇水平偏低有关，这对长寿是非常有益的。 

人体的健康长寿，不但与生理有关，而且与心理也有关。在当今物欲横流，压力倍增的

时代，学会心理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心态平和，善于减压，积极看待问题，拥有良好

人际关系的人可以延长寿命。 

广义的动物寿命包括两个部分，物质寿命与精神寿命。精神寿命又分情感、思想两部分。

动物只有物质寿命与情感寿命，而人还具有思想寿命，属于人躯体的寿命是物质寿命，属于

人思想、情感的寿命是精神寿命。物质寿命是基础寿命，精神寿命是物质寿命的扩展和延伸。

没有物质寿命就谈不上精神寿命，精神寿命是建立在物质寿命基础之上的。物质寿命是有限

的寿命，精神寿命是无限的寿命。只有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同时追求，人类才能实现无限的

寿命。由此可知，在保证延长物质寿命的前提下，我们应更多追求生命的宽度、深度，实现

我们的人生价值 。 

6. 其它环境因素 

社会和科学的进步极大的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人类征服了很多疾病。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影响寿命的负面因素，如战争、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自然灾害

乃至环境污染、失业及紧张繁重的工作，这些广义的社会大环境因素都会引起人的生理和心

理疾病，影响人类的寿命。由此可见，保护生态平衡，维护社会和平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反对战争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人类健康长寿的第一前提。 

综上所述，动物寿命一般会受到内因（遗传因素）、外因（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的影

响。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指出，人的健康长寿 15%取决于遗传因素，85%取决于环境因素与

生活方式。先天 15%的遗传因素是改变不了的，但影响寿命的 85%的后天因素是可以控制

和改变的。由此可见，人的寿命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的修养，

延长自我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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