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緩衰老功效評估
與研究平台

抗老化研究的重要性，主因我國已於1993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2025 年邁入「超高齡

社會」。老化是一種組織和器官的功能隨著時間進行性喪失的過程，是一種自然而複雜的多面性的生理現象。近來，學者提

出細胞衰老和老化的理論(cellular senescence and aging theory)指出體內組織中衰老細胞的累積，在人體的老化以及老化相關疾

病的發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我們所建立的平台中，感興趣的標的分子可先利用本平台之人體Hs68細胞衰老模式，測試

標的分子體外延緩細胞衰老的能力與機制，進一步，再利用C57BL/6JNarl高齡鼠延緩衰老模式確認功效。對於標的分子延緩

衰老的作用，不是經由延緩細胞衰老的機制，或者不適合用細胞模式來評估者，則可選用線蟲老化模式來進行潛力及機制的

評估和研究，然後，再進一步，利用C57BL/6JNarl高齡鼠延緩衰老模式確認功效。對於模仿熱量限制機制的標的分子，可進

行熱量限制模仿劑的確認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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