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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 /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各方面会有所下降，健康
也受到影响。尤其是老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
高”很容易出现。并且，牙齿问题如缺牙、残根残冠多、牙
齿松动也非常常见。
对于大部分老年缺牙者来说，缺牙修复的首要目的是

尽可能快地恢复咀嚼功能。那么，如果身体不好，有心血
管等全身性疾病，会影响缺牙修复吗？哪种修复方式可以
更好地恢复咀嚼功能呢？

讲座时间：8月16日13:30

■特邀嘉宾

恢复一口好牙 选对修复方式是关键

知名口腔专家魏兵指出：

“我们的恒牙有独立的牙根和

健康的牙槽骨支撑才能承受巨

大的咀嚼力。因此，模拟天然

牙的这个特征，想要更好地恢

复咀嚼力就需要选择固位力

强、稳定性强、有支撑的修复方

式。选对修复方式，‘吃嘛嘛

香，身体倍儿棒’的美好愿望并

不难实现。”

魏兵表示，对于身体不好、有

三高、牙齿骨量极少的老年人群，

想要通过传统的修复方式来恢复

较好的咀嚼功能，难度非常大，患

者也比较遭罪，没有个大半年时

间是不可能完成的，并且费用也

更高。

现在的修复越来越精细化、

微创化，高难度缺牙案例也变得

简单。不仅可以有独立的人工牙

根，而且全程借助高科技，即便有

“三高”，只要符合条件，高龄、口

腔状况差的老人也能重享自由咀

嚼的生活。

有牙根的修复方式受追捧
让高难度缺牙修复变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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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疑难种植专家团
在线科普高疑难度缺牙修复新理念

8月16日，针对沪上缺牙朋

友的修复难题，新民健康特邀沪

上知名口腔机构带来一场面对

面的云讲堂活动，多档电视节目

特邀口腔专家、院长级专家组成

种植专家团，科普疑难缺牙修复

新理念，对症解答缺牙多、缺牙

久、牙槽骨薄、有全身性疾病的

种牙难题。30个“免费专家宣

教”号限时抢约，先到先得。

有三高、身体不好、缺牙数量多？如何更好恢复咀嚼力？
8月16日，知名口腔种植大咖魏兵在线云开讲

科普高疑难度缺牙修复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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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特邀明星口腔专家面对面云宣教答疑

④为牙齿缺失多、半口或全口缺牙者，提供进一

步健康指导方案本版块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向参加者推荐医疗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心衰患者，如何做好自我保健
——看看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孙宝贵教授怎么说

年近三十的赵经理，是一家快

递公司部门负责人，平时业务非常

繁忙，原本他以为只是得了感冒，

却没想到患上了病毒性心肌炎合

并心衰，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才

转危为安。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孙宝贵教

授指出，心衰不是老年人的“专

利”，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夏

季感冒等呼吸道疾病也可成为引

发心衰的“罪魁祸首”。

据孙宝贵教授介绍，像赵经理

这样的患者近年来已经出现多例，

以加班熬夜的年轻白领或过度疲

劳的学生为主。这是因为感冒病

毒尤其是柯萨奇B族病毒对心脏有

亲和力，在呼吸道感染时容易进入

心肌。除此之外，病毒直接损伤心

肌或通过免疫反应破坏心肌也会

引起心肌炎。心肌炎后心脏收缩

造成心脏射血减少，不能满足全身

组织脏器的供血需要，就会出现急

性心衰。更何况有严重心律失常

的人，也会加重和诱发心衰。另

外，有部分基因易感人群，感冒迁

延不愈后，可造成慢性心肌炎或扩

张型心肌病，最终导致心衰。在中

老年群体中，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群更要预防感冒，感冒加重后造成

的呼吸道和肺部感染，可能会诱发

心衰等更严重的问题。

心衰有何信号

心衰被称为“生命的绊脚石”，

其发病率在我国逐年上升，不但给

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而且造成

沉重的经济、心理负担，严重者危

及生命。

孙宝贵教授介绍，心脏就像我

们身体的一台水泵，把全身的血液

抽上来，然后再泵向全身。而一旦

水泵出现问题，血液抽不上来或者

泵不出去，就会导致人体组织器官

出现缺血或者淤血，从而引起疲乏

无力、下肢水肿、尿少、胸闷气短、

咳嗽、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甚至头

晕等各种表现。

据悉，心衰不仅严重影响生活

质量，还会影响寿命。有数据显

示，大约20%的心衰患者，确诊后一

年内就会死亡，约有50%心衰患者

在诊断5年后死亡，生存率低于多

种癌症疾病。

心衰是一种进展性疾病，越拖

就会越严重，不仅耽误病情，甚至

会影响生命。判断心衰有三大信

号，第一是夜间不能平卧，第二是

咳嗽咳痰，甚至胸闷气喘，第三是

尿少，腿肿。除此之外，心衰患者

可能还会出现活动力下降，全身疲

乏无力，稍微一活动就心慌气短，

甚至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

消化道症状，需要我们尽早地去关

注这些心衰信号。

心衰分为急性心衰和慢性心衰

孙宝贵教授说，按照发病速度

划分，心衰可以分为急性心衰和慢

性心衰，急性心衰大都是因为心脏

功能失代偿突然出现，比如急性心

梗、感染性心内膜炎、血压急剧升

高等，它发病是很急的。慢性心衰

则是在高血压心脏病、风湿性心脏

病、心肌病和冠心病等各种心脏疾

病长期影响下所引发的一种疾病，

虽然发病比较缓慢，但在临床上比

急性心衰更常见一些，所以慢性心

衰的防治与我们心脏病患者的生

活更为紧密。

心衰患者更要做好自我保健

心衰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疾病，

孙宝贵教授说，有心衰的病人也不

要惊慌，患者一旦确诊，一定要在

医生的指导下按时服药控制病情，

如果能够处理得当，完全可以提高

生活质量和生存率。但也有一些

病人在短期内感觉不出疗效，容易

放弃正规治疗，擅自停药，导致病

情越来越重，只好再次住院治疗，

等症状稍许改善了，就要求出院。

此时的治疗阶段是重要时期，患者

千万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因住院期

间病情改善而放松警惕。因此，心

衰患者应系统治疗，不能错过最佳

时期。

要想控制病情进展，患者还需

做好自我疾病管理。特别是在高

温季节，更要注意自我保健：

1.适量饮水。高温季节，人体
出汗明显增多，导致血液浓缩，血

液黏稠度增大，机体血液流速减

慢，从而使机体组织获得的氧气和

营养物质相对减少。由于心、脑等

重要脏器缺血、缺氧，部分患者就

表现为头昏脑涨、四肢麻木、胸闷

气短。饮水既可及时补充出汗丢

失的水分，又能稀释血液，降低血

液黏稠度，减轻心脏负荷，同时也

可预防脑血栓的形成。

2.科学使用空调。使用空调要
科学合理，一般室内和室外温差不

要太大，夜里睡觉以26℃为好，同

时特别应注意避免刚从炎热的室

外回来后，就对着空调机的冷风长

时间直吹，这样最易使人体血管调

节功能紊乱，导致心脑血管患者发

生意外。

3.适当调整药物。夏季出汗较
多，电解质大量丢失，因此使用利

尿降压药极易发生低血钾，最好尽

量避免使用此类药物或使用时补

钾。另外，由于受炎热气候的影

响，老年人往往睡眠质量欠佳，导

致夜间血压升高而加重心脑血管

的负担。大部分患者在深夜突然

发病，所以要注意提高睡眠质量，

必要时加服一些安眠药。

4.锻炼不宜过度。众所周知，
运动可以帮助防治高血压和心脏

病，但最新研究表明，锻炼也会过

犹不及，可能加速心衰。美国南

达科他大学的丽贝卡 ·舒尔茨博

士及其同事在《高血压》杂志上公

布了这项实验结果。他们在实验

中发现，经常蹬踩转轮的老鼠有

运动过度的倾向，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老鼠的心脏会出现异常，泵

血功能减弱；同运动少的老鼠相

比，已患有高血压的老鼠心衰速

度明显加快。 （文/尹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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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冠心病、心肌病、心力衰竭、

心律失常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

在心脏起搏、心脏电生理和射频消融

术，以及PCI等介入性心脏病治疗手

段方面有特殊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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