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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康是人类生存、生活和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人类的发展包括健康长寿。
    健康是社会的第一资源，是人生的第一财富，是社会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综合体现。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一个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
”因此，健康不是指单纯的没病，没病的人不一定身心上都是完满的。
    21世纪需要的人才是道德、才干、健康为一体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
    吴阶平说：“健康不是一切，但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
不到患病的时候，不知道健康的重要，不到死亡的时间，不知道生命的可贵。
事业失败可以再来，婚姻失败也可再来，健康失败永不再来。
高尔基说：“健康是金子一样的东西，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健康是人类惟一能付出金钱、血汗、生
命的东西”。
    健康长寿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健康长寿是医疗活动的最终目标。
健康可以长寿，但长寿不一定就健康。
    人类争取活到生命的极限，延年益寿是人们的理想，也是中外学者关注和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数有10亿，中国有1．78亿。
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数仅中国就会达到4．37亿，相当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近代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最高寿命应为115～120岁，而目前全球百岁老人平均不到总
人口的百万分之十。
这说明，在生命科学中关于长寿的问题还有许多谜团，需要我们不懈地去破译。
其中，中老年性保健与健康长寿就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现代健康概念认为，健康和疾病是生命过程中对立的两极，但它们不是截然分开的，亚健康状态是
二者之间的过渡状态。
有些疾病看起来是突发的，没有任何先兆，事实上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其发病前长期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亚健康状态。
实际上，多数情况下健康与疾病无明显的界线，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常常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演变过程，
即人体存在着非健康非疾病的中间状态。
这种中间状态即亚健康。
亚健康状态亦称为第三状态、次健康状态、灰色状态、病前状态或潜病期、中间状态、半功能状态、
亚疾病状态、不定陈述综合征、不定愁诉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等。
亚健康作为健康与疾病的中间状态，具有可向疾病发展、又可向健康逆转的双向性。
亚健康定义为人类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健康低质量状态及其体验。
而疾病的定义具备明确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五大特征。
    亚健康状态的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人们学习、工作效率，对社
会整体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制约作用。
因此，亚健康问题已成为国际医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性的调查表明：真正健康的人仅占5％，患有疾病的人占20％，而75％的人处于亚健
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一般表现为躯体性、心理性和社会适应性亚健康。
许多亚健康的表现是性功能减退、疲劳和神经衰弱等。
    “性”远远存在于人类诞生以前。
由于人类不仅只是生物界的动物，还具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和关系，产生了相应的思想和文化。
人类包括“性”活动的一切活动都不是纯生物生理的活动，而总是生理、心理、社会活动错综复杂的
反映。
    人类生存的历史大约有5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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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医学，自有史以来，人们就以强烈的愿望探索大自然和自身的奥秘，尤其对性
与生殖规律的探求。
因为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之后就是性的需要了。
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到成年时，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
康与繁殖后代的重要条件。
所以，性是人类的本能。
在合法的爱情基础上，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事情。
但是，多数人在性生活过程中都会遇到某些问题和困扰，中老年人更是如此。
因为老年人是健康的脆弱群体，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而不少疾病最初的表现也仅是性功能的衰
退。
本书也侧重介绍了常见疾病与性保健的知识。
    现代健康观念已由生理健康深化到心理的、道德的和社会适应的健康；由个体健康扩展到群体健康
；由医疗为主保护健康转移到预防为主增进健康：由生物健康拓展到社会健康的领域。
亚健康概念的提出，正是现代人注重健康、重视疾病预防的健康新思维的充分体现。
    本书是作者根据影响健康因素的变化，结合30多年来的临床经验，以传播知识的先进性、科学性、
准确性和实用性的态度编写而成，对提高中老年健康水平和满足人们对性保健知识的需求有积极意义
。
性保健与健康长寿是一个永恒的大课题，需要更多同道们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本人知识能力有限，书中不足和错误之处，尚祈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指正。
    马全福    2012年春节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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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介绍健康生活方式和性医学知识的科普读物。
作者长期从事老年医学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保健工作经验。
在参考国内外医学文献的基础上编撰了《中老年性保健与健康长寿》，主要介绍了健康与长寿、中老
年性保健、慢性病对性生活的影响、女性常见的性医学问题、性传播疾病及其防治五大方面的内容。
其中关于健康和亚健康的概念及其测试方法、中老年人的性生理与性心理、性功能障碍及影响健康长
寿的因素、常见疾病与性以及性病的防治等知识，对人们的健康生活和性保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是广大群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自我保健的必备书，亦可供医务
人员和医学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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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老年与衰老  人类争取活到生命的极限，要付出巨大努力，任重而道远。
而现代医学的目的是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疾病和痛苦，对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
避免早死，追求安详自然地死亡。
    老年与衰老的区别。
衰老指生命周期中有一个随时间进展而表现出功能不断恶化，直到死亡的过程。
增龄而不只限于衰老，从幼至老的年龄增长都是“增龄”。
老年与衰老的主要区别在于“衰老”是个动态过程，整个机体不同的器官衰老程度不同，不可能划定
一个年龄作为所有器官衰老的起点；“老年”则是整个机体一个年龄阶段，进人阶段的机体属于衰老
阶段。
衰老的特征具有累积性、普遍性、渐进性、内生性和危害性等。
    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随着增龄，机体功能下降，易死亡的概率增加，传统的只重于疾病治疗与痊愈为主的生物医学的模式
已不可能解决现在的老年健康问题。
研究表明，衰老既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受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老年微生态学是以微生态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人体衰老，老年病防治和健康长寿的一门新兴综
合性边缘科学。
    微生态学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人类、动物和植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命科学分支，
是一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的生态学，即研究生态学的微观层次。
    老年微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人类生命科学的分支，它源于微生态学，与生物学、微生物学、细胞学
、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老年学及老年医学关系十分密切，是研究以人类为中心的老年、衰
老和老年病防治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是为人类健康长寿服务的新兴医学。
    20世纪后期衰老研究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派生出一个新的学科——一寿命学。
现在已经积累的资料足以证明，任何生存期的个体包括两大生命活动：一类是以基因表达主宰的代谢
和免疫功能组成的生命支撑系统，这个系统保证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转，其时间延伸的终点为寿命
，也就是说，生命支撑系统是正面的、主动的、积极的保证生命活力的最基本的生理效应；另一类衰
老则是负面的效应，导致机体生命质量日益衰退，甚至达到生命的终点。
    Baker和Sprott 1988年提出衰老的生物学指标定义。
这个定义规定了衰老的生物学指标应符合以下7项标准：无伤害性；高度重演性；短时期内有明显的
变化；保持健康和防病的关键环节；可以预测高龄的变化；体现某些代谢和衰老的基本过程；物种间
比较有高度重演性。
其实，这个定义和标准不仅规范了制定衰老生物学指标必须遵循的原则，也精辟地概括寿命可以评估
的原理和运作模式，是有共性的长寿和短寿物种寿命评估的理论基础和实施要则。
    由于衰老只反应生命活动的一个侧面，而生命活动的运行是生命支撑系统和衰老两大类生理功能的
整合；生命支撑系统起主导作用，核心问题是寿命决定因子主宰的生命质量，决定寿命的走向。
因此，通称寿命评估有更深远的科学内涵。
    2．寿命与衰老  寿命学是一个新的名词，与衰老生物学是一对孪生子。
寿命学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生物医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寿命学与衰老生物学有亲缘关系，而寿命学是衰老生物学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人类对健康长寿的研究将不断地从寿命学获取新的理论。
    寿命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寿命决定因子即生命支持系统的实质和特征及其作用机制。
所谓寿命决定因子是带共性的支撑寿命的关键性因素，这里强调带共性的关键性因素体现了寿命学独
具特色的研究内容和目标。
    寿命学与衰老生物学的共性是普遍作用于任何个体，而不是作用于部分个体的因子。
寿命决定因子不同于致病因子，后者作用于部分个体。
致病因子属于医学范畴；寿命学有别于医学或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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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命学与衰老生物学不能互相取代，因为有些衰老的变化与寿命无直接的关系，寿命决定因子指的
是支撑寿命的主动的、积极的正面效应，把注意的焦点投放到支持寿命的关键因子。
主要包括基因、遗传和机体内、外环境调节系统的研究。
    2012年1月，刘北东等关于SIR2基因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生物过程，此过程对衰老设定
上起着重要作用。
对人类衰老机制或将有新解。
SIR2基因是一个长期受到人们关注的与生物寿命长短相关的重要基因。
各种生物包括人类的SIR2基因同源性都很强。
然而，关于这种基因有何表达规律，它是如何与其他基因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细胞的寿命，尚未得到
很好的解释。
另一项研究认为，干细胞可能掌握阻止衰老的钥匙，仅仅给老鼠注射一次干细胞就可以令其寿命增加
到原来的3倍，并且干细胞注射还可以让老鼠变得更大、更强壮。
研究者认为，干细胞功能失调是衰老的一个原因。
在衰老过程中患有早衰的老鼠后肢体肌肉萎缩，出现蛇背、颤抖、行动迟缓笨拙。
患病老鼠在显示衰老的初期迹象前接受干细胞注射会变得更像正常老鼠，它们会长得像正常老鼠一样
大。
仔细检查会发现老鼠的大脑和肌肉中长出了新的血管，虽然这些组织中并没有发现干细胞。
实际上在注射到腹部后，这些干细胞并没有转移到任何组织当中去。
研究者认为，健康的细胞会分泌一些因子以建造一种帮助纠正不健康的干细胞和老化组织中功能失调
状况的环境。
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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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寿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及职业因素的关系；西方对性医学的研究与发展；中老年性健康与性心理
；糖尿病引起性功能障碍的治疗；抗高血压药物对性功能的作用⋯⋯《中老年性保健与健康长寿》(作
者马全福)是介绍健康生活方式和性医学知识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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