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癌症到⻓寿：全⾝热疗作为⻓寿治疗的⼀种有前途的⽅法

全⾝热疗作为⼀种治疗⽅法

全⾝热疗（Whole Body Hyperthermia WBH）是⼀种能
温和地将⼈体核⼼温度升⾼到可控发热范围的治疗⽅

法，已成为⻓寿⼲预的⼀个很有前景的途径。

这种⽅法起源于癌症治疗，利⽤轻度⼈⼯发热的⼒量在

体内引发⼀连串有益的反应，促进细胞修复，增强免疫

功能，改善整体健康。图 1 显⽰了 WBH 治疗对⼈体的
基本⽣理效应。

科学证实热疗的有效性

导⾔

衰⽼通常被定义为影响⼤多数⽣物体的随时间变化的功能衰退。在分⼦和细胞⽣物学突破性发 现的推动下，衰⽼研究
在过去⼏⼗年中经历了⼀个变⾰时代。在癌症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衰 ⽼研究现在也能够确定驱动这⼀复杂⽣物现象
的基本机制（标志）。乍⼀看，癌症和衰⽼似乎 是对⽴的过程，癌症的特征是细胞异常⽣⻓，⽽衰⽼的标志是细胞功
能衰退。然⽽，这两个过 程有⼀个共同的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损伤不断累积。在某些细胞中，这种损伤会导
致 癌症的发⽣，⽽在另⼀些细胞中，则会导致与衰⽼相关的整体衰退。除了癌症，⼀些与衰⽼有 关的病症，如动脉粥
样 硬化和炎症，也涉及不受控制的细胞⽣⻓或过度活跃。

结论

总之，热疗是⼀种很有前景的治疗⽅法，有可能解决多种

衰⽼特征并促进健康寿命。要全⾯阐明热疗在防治衰⽼相

关疾病⽅⾯的机制和治疗潜⼒，还需要进⼀步的临床研

究。

Lopez-Otin et al., 2023 | Cell

图 1: WBH 对⼈体的⽣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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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
⾼热可增强免疫细胞( NK
细胞、细胞毒性  T 细
胞、巨噬细胞) 的活性，
促进病原体和受损细 胞
的检测和清除。

新陈代谢
⾼热可提⾼新陈代谢率

（每升⾼⼀度约提⾼

10%），并有助于减轻胰
岛素抵抗。

肌⾁组织
⾼热可通过增加肌⾁⽣成

基因的表达、激活 mTOR
激酶和减少肌⾁内 IL 6 来
促进肌⾁再⽣。 

组织灌注
⾼热可增加组织的⾎流量

和氧⽓输送，改善营养供

应、废物清除和减少转

移。

解码衰⽼的标志：⼀种新的治疗⽅法

 2013 年，López-Otín 等⼈提出了⼀个包含九个⽼龄化标
志的⾼度发展的框架，彻底改变了⽼龄化研究领域。此

后，这⼀框架不断完善和扩展， ⽬前⽼龄化研究⼈员已
达成共识，确定了 12   个标志。
 这些标志有三个共同的关键标准--在正常衰⽼过程中表现
出来、在衰⽼加剧时加速衰⽼、在衰 ⽼改善时延缓衰⽼--
可作为衰⽼过程及其潜在治疗⽬标的重要指标。

热疗正在成为⼀种可⾏的治疗⽅法，对这 12 个衰⽼标志
中的⾄少 4 个具有科学验证的积极影 响（⻅图 2）。

慢性炎症 - 热疗可调节炎症通路，减少炎症细胞因⼦
的产⽣，促进抗炎细胞因⼦的表达。

1.

 线粒体功能障碍 - ⾼热可刺激线粒体的⽣物⽣成，增
加线粒体数量，提⾼能量⽣产。它还能减少损害线粒

体的氧化应激。

2.

巨噬细胞功能失效 - ⾼热可激活巨噬细胞（细胞回收
过程），清除受损成分，促进细胞更新。

3.

蛋⽩质稳定丧失 - ⾼热可促进热休克蛋⽩ (HSPs) 的
产⽣，保护蛋⽩质免受损伤并促进其正常折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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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2 个衰⽼标志的可视化。⽤灰⾊⽕符（ ）标出的是已得到科学验
证和公布的热疗效率的标志。  

可逆转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