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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长寿是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生命对

于人类来说，实在太珍贵了，返老还童的意向是老年人普遍存

在的心理现象。最大的心理渴望，莫过于重新获得一个新的

青春，事实上不可 世纪要向百岁能，只有延长自己的寿命，

进军，这有极大可能性，也是现实的。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过：每个人的健康与寿命 取决于，

取自己， 取决于遗传基因， 决 取决于于社会因素，

取决于气候医疗条件， 。

在我国，百岁老人在本世纪是逐渐增加：如广西省巴马瑶

族自治县，长寿村调查过百岁 人，年有以上的人数：

人，人，人， 年有年 年有有 年有

人， 年我国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百岁及百岁以上的

岁；人；最高年龄有老年人有 年第三次人口普

查，百岁以上老年人有 人（男性 人，女性 人），

岁 人， 人，岁有老年人有

岁 人。有

据美国 年人口普查结果：百岁以上老年人有

人， 年 人。再普查时又增至

又据 年日本厚生省宣布日本百岁老人比去年又增

加 人 人。在，总数已达到 年间百岁老人猛增

倍，从全国人口总数平均率来看，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一

长寿国。

现在许多老年学专家通过可靠的统计调查已达到共识，



认为人类 世纪要向百岁进岁，因此，到的最高寿限是

军是不成问题的。

人们千万年来梦寐以求“长生不老”，到处寻找延年益寿

的灵丹妙药。科学家从各种理论推算，人的寿命至少应达到

岁，但事实却不是如此，人远远没有活到这个年龄，而科

学不发达时代和科学发达时代，人的寿命更相差甚远。

万年前北京猿人平均寿命只有 万年前旧石岁；

器及中石器时代， 人口死于 岁左右，只有 活到

岁 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人，平 千均寿命 岁左右

年前青铜器时代，希腊人平均寿命仅为 岁左右。这是用分

析仪检查古代人遗留的牙齿、骨骼的各种原数而得知的。远

古时代由于经济落后，科学不发达，无法对付恶劣的自然环

境，如毒蛇猛兽、旱涝灾害、酷暑严寒、饥饿、食物中毒、寄生虫

病和传染病等，所以人的寿命不长。

过去，传染病对人的生命威胁最大，人们便着重从这方面

进行研究。 世纪英国琴纳医生发现种牛痘预防天花，经过

月多年， 年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在人类

绝迹。 世纪显微镜发明后，挪威人汉森氏发现麻风病菌，

法国巴士德氏发现鼠疫杆菌，这两种病在蔓延了 多年后，

才知道隔离预防；后来巴士德氏又制造了伤寒、霍乱、白喉、狂

犬病及鼠疫等多种疫苗才控制了这些病的流行。 世纪

年代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发现了肺结核杆菌，才使几百年来因

此病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惨况结束。 世纪 年代伦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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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对疾病的诊断带来了可喜的前途。经过不发现 懈努

世纪末，人的平均寿 岁。力，到 命增长到

世纪初，磺胺药物、抗菌素以及各种疾病特效药问世

以后，把千百万外伤性感染、肺炎和败血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

过来。地方病如黑热病、血吸虫病及恶性虐疾也逐渐得到控

制。人的平均寿命以较快的速度逐年代增长。如我国在

年前 岁左右， 年则为 岁，增长，人均寿命为

近一倍。 多年时间人均寿命这样大幅度延长，举世罕见，

是我国医学科学进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深入和广泛注射预

防针的结果。

世纪中期，又出现了动脉硬化、高血压病、脑血管病、

心血管病、癌症、精神病、老年性痴呆、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爱

滋病等。但是人类知识总是不断 世纪发展的，在 年代

后，人类对疾病诊断有了新的突破性手段，如超声诊断、计算

机层析 射线扫描术（ 、核磁共振扫描术以及基因诊断

等。

对疾病治疗提倡“三早”，即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如

发现高血压即进行治疗，可使中风减少一半；早作冠状动脉造

影，不等病理改变，即作心脏“搭桥”手术，不致发生心肌梗塞；

在肝癌直径仅 毫米时即作手术切除，肝癌可以治愈。

科学越发达，治疗方法越多。如心、肺、肝、肾、部分脑器

官和胚胎细胞移植，激光、基因、超声治疗和中子治癌激活长

寿基因，抑制衰老基因，人工器官移植、生物制剂、显微外科

等，若能在 世纪末或 世纪初普及应用，人均寿命将很快

岁大突破 关。

人均寿命突破百岁大关，达到 岁，甚至更长，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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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而是未来不久的现实。科学家们除了研究用更科学的手

段治疗人们的疾病外，还在努力探索人衰老的秘密，以“对症

下药”，在这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如对脑垂体的研究等。而

世界上许多老寿星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事例，如原苏联的

岁依然还在田间马朱道夫 劳动，原苏联格鲁吉亚人、巴基

斯坦恩萨斯人和赤道安第斯山脉的唯加彭本人中许多老寿

岁才结星，认为他们在 束青春。

人的衰老，不能用年龄一刀切，个体不同的老人，可分

个年龄：历法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及智力年龄，它们有很

大的差异。

世界各国对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并无统一的标准。我国国

务院规 岁及定， 岁以上为老年人，按现阶段划分老年人

的历法年龄： 岁为老年前期（又叫初老 岁期），

为老年期， 岁以上为长寿期。我国古时以阴历（农历）来计

算年龄，从出生日期加上 年，就是用天干、地支和属相来讲

个字：甲、乙年龄；天干用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顺

个字：子序配以地支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

个属相鼠、牛、虎、亥以及 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个干字组配 个支字组，正好轮一周共 组叫“一个甲

子”。

我遇见一位老人“：请问您多大高寿啦？”他答“：甲子年

生，属老鼠的。”那年正好是甲子年，一算正好是 岁。如果

是其他年，我还要算半天。所以现在问年龄，不答阴历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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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用公元历法计算方便。

个体不同的老年人，可分历法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

及智力年龄，并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历法年龄

世界各国对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并无统一标准。多数国家

按本国人口平均寿命历法年龄规定，有些国家规定 岁，有

些 岁，甚至 岁为老年人。规定 年亚太地区老年学

会 岁及议以及我国国务院规定 岁以上为老年人口。现

阶段老年人的历法年龄的划分： 岁为老年前期（又叫

初 岁为老年期，老期）， 岁以上为长寿期。

最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经过对全球人口素质和平均

寿命进行测定：对年 岁以龄的划分标准作出新的规定，即

下为青年人， 岁为中年人， 岁为年轻的老年人，

岁为老年人， 岁以上为长寿老年人。

生理年龄

生理年龄又称生物年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

的地区和不同的个体，衰老开始的时间、速度和幅度的早晚，

差异很大，不能用历法年龄来确定。即使同一个个体，其身体

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脏器，它们的生理功能下降也有差别。皮

肤、肌肉、软骨及骨骼等衰老较早，心、肺、肝、肾和脑的衰老较

迟。即使各器官都呈衰老，但人体可进行综合协调，使各器官

互相维持平衡，以保存生理功能。一般说来，与历法年龄可相

差 岁。

5



生理年龄不能以一般人的外貌来判断。如面部皮肤的皱

纹、皮下脂肪的厚薄、毛发变白、脱发、牙齿脱落等。生理年龄

要从心、血管、肺、肾、肝、内分泌腺、脑、血液、免疫、五官和四

肢等生理功能，以确定衰老开始的平均年龄。至今尚未见国

际上公认的统一标准。

心理年龄

老年人的健康必须把躯体和精神，也就是把生理和心理

结合起来认识。人的心理活动是客观事物作用于大脑产生

的。人的整体活动既受到生物学的规律支配，同时又受到心

理学的规律支配。

岁退休后，赋闲在家，产生寂寞、孤独、老有些老年人

朽感，以致忧心忡忡，精神呈抑郁状态，这样就会加速心理性

岁。有些衰老。虽然生理衰老，可以说，心理年龄可到

岁老人明知岁月不饶人，但是坚持锻炼、注意营养、讲究卫生、

生活有规律、适当参加些社会活动、力求上进、努力学习、保持

乐观情绪，不但使自己认识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还会延年益

寿， 岁。可以说，他们的心理年龄只有

健康积极的心理可以延缓衰老，不健康的消极心理可以

促进衰老。

智力年龄

对智力有不同的定义，现代的智力定义为：人类认识客观

事物、积累经验、运用以往经验解决实际问题和适应新环境的

能力（也叫智能）。换言之，智力是学习能力、概括能力、抽象

思维和适应新环境能力的综合。智力年龄是指智力达到某一

年龄水平，用智龄除以实龄乘 就叫智力商数（简称智商）。

应用智商便能表示出一个人在其同年龄人中的智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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