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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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擅长针对种植

牙失败、高龄无牙颌、有

全身性疾病、牙骨极度

缺失等难度大、高风险

的复杂病例诊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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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1月9日，魏兵将携手疑难种植专家团，针对牙
齿松动、缺失、残根残冠、牙周病等口腔问题给出全方位方案
指导，解答口腔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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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便秘是一种常见的排便异常现

象，主要表现为排便次数减少，同时伴有排便

困难、粪便干结。便秘者，各有各的痛苦，有的

竭尽全力而不得畅快；有的肠道涩滞，行便艰

难，大便见血；有的解便一次，宛如长跑，气喘

吁吁，大汗淋漓。在老年人群中，由于身体机

能退化，便秘的发生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

约有15%-20%的老年人会出现便秘情况，严

重影响其生活质量，且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便秘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情况下，1天2-3次或2、3天1次排便

都属正常范围。人们吃下去的食物，在经过胃

部时会发生第一消化吸收，食物体积随之缩

小；胃里没法消化吸收的食物，进入小肠，随后

被小肠中的上皮细胞进行二次消化吸收，这

时，食物中大部分水分及营养物质会被吸收；

而剩余的残渣就进入了大肠，剩余的营养物质

和水分也会被大肠第三次吸收，相对干燥的残

渣物质最终进入直肠，就形成了大便。

对于正常人来说，一般排便时间为30个

小时左右1次，也就是说1-2天排便1次是正

常现象。那么，不排便，大便去哪儿了？其

实，未排出的大便并不会凭空消失，而是停留

在直肠中了。由于长时间未排泄，使得大便

反复被肠道吸收，且主要以吸收水分为主，这

样会在肠道中形成堆积而不易排出。直肠空

间有限，在长时间憋便的情况下，会使残留的

大便堵塞在直肠，从而造成排泄阻碍。这些

垃圾毒素会逐渐发黑、发硬，仿佛一块石头堵

在肠道口，由此导致了便秘的发生。

便秘会让身体发生怎样的变化？

胃肠道相当于一个既有上口又有下口的

管道，如果管道的下端被堵上，难闻的气体

（粪臭素）就会逆势而上，自口鼻而出，从而形

成顽固的口臭、口苦，肠道中堆积的毒素会随

着血管输送到全身各处，最终体现在体表，从

而形成色斑、皮肤暗沉、痘痘等，有些甚至出

现体臭、狐臭。便秘以后，最直观的影响是发

胖、长赘肉，长期便秘的肚子会像气球一样胀

大，体重也会一路飙升。

日常生活中，便秘是怎样找上门的？

排除疾病造成的便秘外，环境变化与个

人因素也会造成便秘，环境变化有如气候干

燥、外出旅游出差等；个人原因有如工作生活

压力大、日常饮水量不足、久坐不动、饮食不

规律、习惯性憋便等；有研究表明，长时间蹲

马桶会造成便秘的发生，若排便时间超过3分

钟会导致肛门部位的静脉充血、瘀血，诱发痔

疮，增加便秘发生的几率。

有进有出，才能保持身体机能的良好运作。

改善便秘就从补水开始，它是解决便秘的第一要

素；益生菌是通肠润便的一线战士，平时多补充

富含益生菌的食物；不要憋便，养成定时排便的

好习惯。便秘严重时需及时就医。 (孙 黎)

只进不出 便秘愁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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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预防要趁早，开开心心过大年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优秀学科带

头人;上海学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医务

工作者(2012-2014年度);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得者;上海交大优秀博导;上海银蛇

奖提名;中国Rotor俱乐部创始人。现

任上海交通大学心房颤动诊治中心主

任。自1998年在国内率先开展房颤经

导管射频消融基础和临床研究,至今累

计完成各种心律失常介入手术50000余

例,房颤导管消融手术近30000例。

刘 旭

农历新年将至，伴随着开心过年，
随之而来的饮酒、熬夜等新年活动对
于很多中老年朋友实属一大挑战。由
于春节前后气温较低，同时疫情也处
于常态化的模式，大家的居家时间延
长，活动时间相对减少，心血管疾病发
作的概率也显著提高。房颤作为心血
管疾病中的隐形“杀手”在老年人中间
尤为常见。由于缺乏对房颤的认识，
很多老年朋友不了解房颤，导致自己
深受其害。所以预防房颤要趁早，开
开心心过大年。

为什么房颤会在各个场合
被反复提及？

据不完全统计房颤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

越来越高，随着年龄增长，75岁以上人群可达

10%。房颤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按此计算，

中国的房颤患者高达1300万。随着社会老龄

化加剧，为了让更多老年人拥有高质量的生

活，大家一定要重视房颤这一疾病。

预防房颤先要了解房颤！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由左、右心房和

左、右心室共同组成。通过四个腔室的通力

协作，完成全身的血液循环。在这个循环过

程中，如果心室出现停顿，血液就无法流遍全

身，人体随之停止工作，这样的停工往往是致

命的；如果心房出现问题，即使不立刻致命，

但也预警了心脏这个发动机运转出现了问

题。举个例子，如果把手捏紧拳头再放松的

过程想象成心房肌肉收缩及舒张，那么房颤

发作时手就像在颤抖，并没有松捏拳头，也就

没有收缩功能了。

房颤到底可怕吗？

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觉得房颤似乎没

有想象中可怕，那么就先来了解下房颤的危

害：房颤即为人体的发动机出了问题，房颤患

者的心房率能达到惊人的350-600次，相当于

让本就有问题的“发动机”一直高负荷运转。

房颤患者容易引发的隐患如下：

1）普遍会有心悸、头晕、气短等症状，无

力感常伴左右;

2)房颤患者易引发中风，房颤患者心房收

缩能力大大降低，血液流动速度减慢，如此导

致左心房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一旦堵

塞到任何部位都会造成偏瘫甚至死亡;

3）通常认为房颤的并发症主要是心血管

方面的问题，殊不知房颤和痴呆也有一定的

联系,房颤引起的痴呆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老

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

4）许多研究表明，房颤是死亡率增加的

危险因素，在没有合并其他心血管疾病，房颤

可使死亡率增加1倍，合并心衰时，房颤患者

比正常人死亡率男性增加2.2倍，女性增加

1.8倍，房颤所致的脑梗死第一年死亡率高达

50%；严重致残率高达73%；累计复发率6.9%。

恰逢佳节如何预防房颤？

1）亲友相聚齐欢喜，健康饮食排第一：随

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三高”在老年人群中越

发普遍，三高是房颤的主要“诱因”之一。春

节期间佳肴不断，老年朋友一定要健康饮食，

控制三高，让“三高”与原发病等高危因素远

离自己；

2）亲友饮酒要注意，刺激食物要远离：饮
酒也是房颤的的高危诱发因素。要保证适度

饮酒或者避免饮酒，辛辣等带有刺激性的食

物也要适当饮用，引起注意；

3）亲友欢聚乐融融，及时锻炼记心中：春
节期间，多以室内娱乐活动为主，相对平时锻

炼减少，身体代谢率降低，抵抗力下降，恰逢

天气寒冷，更易引发房颤。适时的增加锻炼，

对于促进代谢有益处；

4）佳节也要常注意，日常检查不能少：
日常的心电图检查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可

以帮助实时监控自己“发动机”的运行情

况，如有不适务必到医院即使就医，早发现

早治疗。

其实每逢佳节也是天气寒冷的时节，寒

冷季节虽然容易诱发房颤等疾病，但是也正

是我们对症下药的时候，针对房颤的病人建

议遵循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病人会取得更

好的预后效果。所以一旦发现自己有房颤的

症状，引起注意并针对的进行检查，如有疾病

发生请及时处理。最佳的手术治疗时期是在

阵发性房颤往持续性房颤发展的时候，一旦

错过之后，治疗起来将会非常棘手，而且凶险

的并发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所以

重视房颤，及时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给大家拜个早年，治疗房颤要趁早，

开开心心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