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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口腔种植专家魏兵提醒您

拔牙太可惜！松牙可以重获稳固!
    据不完全

统计，60 岁以
上老人患各种

口腔疾病的比率非常高，口腔疾病可使

很多中老年人牙龈红肿出血，过早丧失
咀嚼功能，降低生活质量。还可引起消化

病、糖尿病、心脑血管及并发症，严重影
响身体健康。其中牙齿松动、残根残冠问

题更是成为困扰广大中老年朋友的头号
难题。

经常有患者问：“我不想拔牙，牙根还

能用吗？”“牙齿松了，可以不拔掉么？”
……大多数情况老人都很抗拒拔牙，一方

面都希望松牙、残根能保留，另一方面拔
牙也有一定的禁忌症，比如高血压脑病、

脑中风或心绞痛等等。因此，如何处理松

牙、残根残冠就显得至关重要。
其实，对于松牙、残根、残冠并不是

“一拔了之”，一般都会采取“能固定则固
定，能保留则保留”的原则。不管是松牙

还是残根残冠，它们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跟人类的眼睛一样珍贵，而且任何假牙

都无法取代真牙的功能，我们应该有效

地保存它，珍惜它，提高生活质量，极大
限度地保留。

特别是残根残冠保存修复，支持形
成合理，咀嚼功能恢复好，牙冠修复后，

固位较好，大小与天然牙较一致，无异物
感，患者舒适，并能有效防止邻牙的移位

及对颌牙的伸长。同时，还可利用修复的

残根残冠做基牙，进行牙列缺损的修复。

因此，残根残冠的保存修复是延长天然牙
的使用寿命、促进口腔健康、提高人类生

存质量的有效方法。而松动牙通过科学
合理的固定，也可以恢复稳固，咀嚼功能

正常，可让牙齿有效保留更长的时间。随
着牙齿修复技术的发展，目前的技术已经

实现了美观、功能和组织保健三个方面的

整体效果。
当然，松动牙的固定以及残根残冠的

保存治疗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和原则要求，
并非所有的松牙、牙根都能够达到很好的

利用效果。所以有牙齿松动或残根残冠的
朋友最好在专业检查后根据医生的建议

来决定拔与不拔。 （文/魏兵）

    魏兵女士是知名口

腔机构疑难种植总监，

口腔卫生管理专家，中

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拥
有近 14 年日本口腔工

作经历。 她坚持遵循“治
未病”理念，通过“口腔

医生魏兵” 的微博号坚

持传递口腔科普知识，为

民众宣教答疑，目前粉丝数

已达数万。

11 月 23日周二，魏兵将携手口腔疑难种植专家团，针对
牙齿松动、缺失、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在线给出全方位的方案指
导，解答口腔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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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的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与周围

神经系统，而植物神经隶属于周围神经系统。它
遍布人体全身，直接或间接地调节着内脏器官

的功能活动，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
植物神经包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植

物神经紊乱大多是由于交感神经亢奋导致。
一般来说，交感神经属于人体的保护系统，是

身体遇到应激情况，如在不安、危险、战斗或逃

跑的情况下才启动的保护状态；而副交感神经
则是在人体安全情况下，负责身体正常的消

化、吸收、排泄、免疫保护、营养的合成与利用、
身体的修复、新陈代谢等正常生理活动。交感

神经与副交感神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互为平
衡。当交感神经亢奋时，就会抑制副交感神经，其

负责的正常的器官运行也会相应受到限制，如
此经常反复，便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的发生。

引起交感神经亢奋的原因有很多，尤其在

当今社会，人们的身心都需承受更多的压力和

考验，过度紧张、缺乏锻炼、追求完美都会成为
其失常的诱因。日常生活中若出现以下症状，

要引起警惕：
精神方面，表现为联想回忆增多、记忆力

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失眠多梦等；
情绪方面，表现为烦躁、焦虑、情绪不稳、

恐惧等；

颅脑方面，表现为紧张性头痛、头部重压
感、或束缚感；

内脏方面，如胃胀肠鸣、便秘或腹泻、心
悸、胸闷、气短、乏力等；

其他方面，食欲不振、干呕、头昏麻木、两
眼憋胀、四肢发软发热、全身发汗等。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目前没有特效药，临床
上往往采取多样化的治疗方法进行改善，如心

理疗法、药物疗法、运动疗法。 （孙 黎）

有一种紊乱，叫植物神经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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