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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试验揭示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 

本文通过测试动物独处时的死亡速率发现，人类的社会联系紧密程度要高于蚂蚁和实蝇的，

但是低于蜜蜂的。 

在 1993 年，一组细胞生物学家研究发现细胞的寿命跟细胞密度有关，单独隔离起来的细胞

寿命最短。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如果单个细胞从周围的其他细胞得到“活下来”的信号，他的

寿命就会延长。 

这项研究没有人继续研究下去，其中起作用的机制仍旧是个谜，同时它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

问题，包括但是不限于下面这个问题，隔离是否也会影响到其他生物的寿命？ 

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的王磊和他的同事们通过调查红火蚁和桔小实蝇的存活率来

检验这个问题，并将得到的数据与现有的关于人类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 

 

他们结论令人震惊。他们测量了被单独隔离起来的社会性昆虫（红火蚁）和非社会性昆虫（桔

小实蝇）的寿命，发现隔离会导致社会性昆虫与非社会性昆虫的期望寿命下降，但是社会性

昆虫期望寿命下降的速度是非社会性昆虫的 10 倍。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同一物种

间社会联系强度造成的。当个体被从群体中隔离起来时，社会联系弱的物种受到的影响较小，

而社会联系强的物种则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这个实验做起来很费时间，但是却很简单。他们将红火蚁从实验室内饲养的群体里取出后分

为 1 头和 10 头两个处理分别放在两个碗里，然后观察这两个处理下工蚁的死亡速率，同时



与蚁群内工蚁的寿命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单独隔离的蚂蚁死亡更快，之后是 10 头一组的蚂蚁，在蚁群内生活的工蚁的平

均寿命达到了 62 天（这个试验进行两年）。 

他们对桔小实蝇进行了相似的试验，得到类似结果。 

最后，王磊和他的同事们将得到的数据与因为丧偶而寡居的人类存活数据进行了比较。众所

周知，丧偶的人的期望寿命要短于没有丧偶的。 

然而，他们指出，年轻伴侣之间的联系程度要强于老年人的。王磊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是因

为年轻伴侣的社会联系程度强是因为他们刚结婚，而老年人则结婚很多年了。 

他们还引用了 1944 年对蜜蜂进行的相似试验得到的结果。 

这使得王磊和他的同事们可以根据社会联系程度而对物种进行划分。 

他们认为社会联系从强到弱的排序为细胞，蜜蜂，年龄低于 50 岁的人类，年龄超过 50 岁的

人类，蚂蚁，最弱的是桔小实蝇。 

因此人类的社会联系程度要高于蚂蚁和桔小实蝇的，但是低于蜜蜂和细胞的。 

然而，王磊和他的同事们很快指出，他们提出这个分级猜想只是为了推动更深入的研究。 

这个非常有趣的结果是来自非同寻常的物理学家和昆虫学家的合作。 

我们看到这个团队之前测量生物体之间的联系程度的试验都是基于物理学基础。 

之前的有关社会联系领域的工作卓有成效，我们非常感兴趣新的方法能否激起其他人对这个

领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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