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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寿是人人向往的境界，长生不老是人类永远的梦。
如何从生活、医疗、护理、家庭医疗救助、康复技术等方面来关心、保健老年人，是作为医务工作者
的职责所在，也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使命。
 《现代老年学》是一本关于老年学问的书，但它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医学范畴，是涉及到经济
学、工程学、社会学、医学、护理学、生物学等综合学科知识的学问。
它涉及的老年人相关知识林林总总，诸如早老症、老年人综合功能评价、激素与老化、老年人各系统
常见疾病及特征、老年人的生活与福利等等，其中总会有一个是令您感兴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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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老化与自然科学　　第一节　老化的机理　　1．老化的定义　　人的一生，从生物学
的观点出发，可以分为（1）胎儿期、（2）生长期、（3）生殖期、（4）生殖后期。
其中，生殖后期是指生物学上已经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度过了确保遗传的时期，即：“生物学余生
”。
老化是在生殖后期随年龄增加才明显出现的。
实际上在生殖期里，人的某种生理功能就已经开始出现减退（如胸腺的退缩）。
因此在这里，不能简单地把老化定义为“伴随老龄化而出现的生理功能低下”。
生理功能低下是“人体正常的内环境平衡发生了损害”。
　　寿命和老龄化一词，常常与“老化”相提并论。
让我们在此给它们分别下一个定义吧：　　在生物学方面定义为：　　生物学寿命：生命持续存在的
时间=胎儿期+生长期+生殖期+生殖后期　　一般都是将胎儿期排除在外，认为寿命只是从人出世之
后到死亡之间的时间，即寿命=生长期+生殖期+生殖后期。
　　作为人的特点，是生殖后期（＝生物学余生）很长。
　　“老龄化”按照字面上来理解是指：随着时光流逝生物老化。
　　老化和死亡的起源，在进化过程中的生殖细胞与体细胞有别。
单细胞生物也有自己的生殖细胞，只是没有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之分，而多细胞生物由体细胞和生殖细
胞构成（在进化过程中也存在）。
因此才有“不死的遗传基因”、“老化的生物个体”之说。
　　2．从细胞老化向个体老化的进展　　构成人类等成熟哺乳动物的个体细胞，根据其分裂情况分
为3类：　　（1）增殖性分裂细胞群：进行常态新陈代谢的细胞，是维持死亡细胞与新生细胞之间动
态平衡的细胞，如造血细胞、消化器官及皮肤等处的上皮细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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