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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  

■特邀嘉宾

魏 兵
知名齿科疑难种植总监
口腔健康管理专家
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种植临床硕士
    国际种植专科医师学会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多档电视节目特邀口腔专家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严谨科学的方案、全方位的流程、专业的修复团队

让缺牙者更安心

  岁阿姨多年饱受头痛、失眠困扰，口腔医生揪出“元凶”！

“缺一牙”而动全身，缺牙修复千万不可怕疼、怕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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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敏
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

副教授

知名口腔疑难种植总监

上海口腔质控专家

     青年讲师、         特邀讲师

     首批全数字化种植认证医师

■报名对象

1、缺牙时间长、缺牙数量多、牙床严重萎缩者；

2、长期活动假牙配戴不适，想改善咀嚼者；

3、牙周脓肿、牙齿龋坏有残根残冠者；

4、高龄、严重牙周疾病，有慢性身体疾病者；

5、其他口腔疑难杂症。

■活动亮点

①免费参加口腔保健指导在线咨询

②疑难种植专家团队面对面云宣教答疑

③开通大咖绿色通道，免费制定口腔保健方案

④为牙齿缺失多、半口或全口缺牙者，提供进

一步健康指导

年纪大了牙齿自然会掉，缺一两颗很正常，没必要花时间和金钱来处理……可是，事
实真的是这样吗？
面对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中老年朋友们尚且还能多加关注。但“牙疼、缺牙”这样

的“小病小痛”，很多勤俭的中老年朋友往往遵循传统的“人老牙掉”想法，默默承受着牙痛
或残缺的咀嚼功能。面对儿孙时，往往都隐藏自己的健康状况，从来不提自己的病痛。
沪上知名疑难口腔修复专家魏兵医生提醒道，家中有老人，一定要多留意他们的口

腔健康，因为牙齿缺失的危害远比想象中要厉害得多！

活动时间：即日起- 月  日（周二）

吃饭能嚼、嚼得有劲、吃出香味，才是实现缺牙市民愿望的根本目标！新民健康将特邀魏兵领衔

的疑难口腔专家团队对“有牙根”的修复理念，和市民朋友们进行云交流和讨论，致力于让缺牙市民了

解如何重获好口福！

如果您有长期缺牙、牙齿松动、无法正常饮食等困扰，对日常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想改善

自己的口腔状况，不妨报名参与本次专家限时活动。多年头痛、脸歪
背后原因令人咋舌！

65岁的王阿姨牙口一直不好，四十多

岁下磨牙就因为严重蛀牙拔除了，由于怕

麻烦，王阿姨一直没有去把空缺“填补”，导

致邻牙逐渐倾斜，上牙下伸，口腔咬合关系

紊乱。

王阿姨一开始也没有重视，平时吃饭

也就只用另一侧牙咬。没想到近几年脸

型开始歪斜，而且经常头疼，整晚睡不着

觉，长期以往实在受不了才去了医院。一

查才发现，头疼是颞下颌关节发炎导致

的，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缺牙一直没有修

复惹的祸。

老掉牙不重视，后果很严重！

其实像王阿姨这样的案例还有很

多，不少中老年人在牙齿松动、牙根暴露

之后，依然选择能拖就拖。但看似很寻

常的“老掉牙”，如果不及时处理，久而久

之会出现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等不可

逆的口腔问题，将来无论选择哪种修复

方式都会更加困难，且花费更多时间与

金钱。

尤其中老年人的口腔情况比较特殊，

缺牙时间长、牙槽骨条件较差、牙周炎比

较常见，年纪大的还有“三高”等身体状

况。而且，中老年人如果选择手术修复缺

牙，不是简单的镶牙补牙，那就需要一个

适合中老年人的舒适化流程和严谨科学

的治疗方案。

养一口好牙，唤回你的精气神

牙齿缺失的朋友，每到会亲访友时都

要犯难：牙齿没有了，咀嚼困难，不仅无法

好好享受美食，而且面部凹陷、显老，在众

亲友面前没了自信。因此，拥有一口好牙，

是不少缺牙患者的渴望。

以往总是担心假牙不贴合、好牙被磨

损等诸多问题，如今多样化的医学手段

已经能够实现高效修复缺牙。口腔医学

发展快速，目前有“牙根”的修复已然成

为缺牙新选择，术前做好详细的检查以

及制定精确的方案，满足条件就可以恢

复好口福。

借助现代科技可以有效提高修复效率

和效果，缺牙修复正变得越来越精细化、微

创化，以前人人无法摆脱的“老掉牙”现象，

以后也将越来越少，晚年拥有一口能咬能

嚼的好牙将逐渐常态化。

早防早治 服务支撑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他忘记了全世界，却没有忘

记爱你。”说起阿尔茨海默症，很
多人对它的印象可能更多来自于
影视作品的描写。无论是几年前
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还是上
周于母亲节上映的《百花》，众多
影视作品都让观众对阿尔茨海默
症病人的悲怆产生了共情。

但情感只是主题的包装，悲
怆之下是残酷的事实，阿尔茨海
默症就像一块“记忆的橡皮檫”，
渐渐地擦去患者的记忆。当记忆
逐渐流失，患者的时空也在错
乱。由于神经退行性病变导致患
者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出现进行
性恶化的智能减退，阿尔茨海默
症患者会表现出记忆力、计算能
力、判断力、注意力、语言能力减
退，情感和行为障碍，独立生活和
工作能力的消失。

随着全球人口的老龄化，近
年来，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呈
明显上升趋势。近2年的“世界
阿尔茨海默症月”宣传主题都为：

“知彼知己，早防早治”（    
                      ’s）。
旨在让人们进一步认知阿尔茨海
默症，早诊断、早治疗，早期防治、
延缓痴呆发生；同时呼吁补齐养
老服务短板，为阿尔茨海默症患
者的照护提供专业的服务支撑，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家庭
和社会的负担。

根据2022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症

知晓与需求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我国

阿尔茨海默症的人群总知晓率超过九

成，但主动就诊率仅有一成多。

那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症状有哪

些？又该如何进行干预呢？根据这些

问题，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编写了

《阿尔茨海默症预防与干预核心信

息》，给出多项建议。

知晓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迹象。
包括：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完成

原本熟悉的事务变得困难；对所处的

时间、地点判断混乱；说话、书写困难；

变得不爱社交，对原来的爱好失去兴

趣；性格或行为出现变化等等。

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培养运动

习惯和兴趣爱好，健康饮食，戒烟限

酒，多学习，多用脑，多参加社交活动，

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与社会隔离。

降低患病风险。中年肥胖、高血

压、糖尿病、卒中、抑郁症、听力损失、

有痴呆症家族史者，应当控制体重，矫

正听力，保持健康血压、胆固醇和血糖

水平。

及时就医。老年人若出现阿尔

茨海默症早期迹象，家人应当及时陪

同到综合医院的老年病科、神经内科、

精神/心理科、记忆门诊或精神卫生专

科医院就诊。

积极治疗。药物治疗和非药物

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改善认知功能，减

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照护人

员负担。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

感官刺激、身体和智能锻炼、音乐疗

法、环境疗法等非药物治疗。

另根据《2022中国阿尔茨海默症

与相关认知障碍公众防治知识调研

报告》（以下称《报告》），中国60岁及

以上的认知障碍患者达1507万，其中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接近1000万。

由于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因此需要大量的

护理工作。根据《报告》，现阶段对于

患者的照料以居家照护为主。照料

者在照护上除了常规的衣食起居，也

要考虑到患者的心理需求。比如：

做好家庭照护。掌握沟通技巧、

照护技能、不良情绪的调适方法；生

活中协助而不包办，有助于维持患

者现有功能；为患者提供安全的生

活环境，佩戴防走失设备，预防伤害。

维护患者的尊严与基本权利。
注重情感支持，不伤其自尊心，沟通

时态度和蔼，不轻易否定其要求。

尊重患者，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给予患者自主自由。

只是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出现的

各种精神或行为症状中，给照护人员带

来了较大负担和压力。根据《报告》，患

者主要表现在情绪不稳定、爱生气、夜

间不睡觉，总是闹腾、妄想等行为。家

庭照护群体也因此面临着长期经济压

力、情绪困扰、身体健康等问题。

针对这些困难，不少家庭选择将

患者安置在专业养老机构。根据《报

告》中的调研，家庭对于选择入住养

老机构的接受程度在不断提升。尤

其是随着一些创新型专业养老机构

的成立，为患者的细致照护提供了更

专业的服务支撑，除了日常护理和医

疗保健。针对病情较重的患者，还会

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提供全面的康

复、心理支持、营养餐等服务，帮助老

人缓解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当然，无论选择哪种机构，都应以

老人的实际情况为主要考虑因素，对

机构的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估和比较，选择更适合老人的方

案。同时也建议家属定期关注老人的

生活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关爱。

如何照顾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阿尔茨海默症该如何干预？

可拨打电话预约向阳院长者公寓

阿尔茨海默症护理开放日

预约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   弄  号
预约开放日：周五下午  ：  —  ：  /  ：  —  ：  

           -

关注向阳院长者公寓
了解更多

专业阿尔茨海默症照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