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免费参加口腔保健指导云课堂
2、免费获得全方位口腔健康建议

讲座时间：12月 2日 13:30
    12月 2日，针对沪上缺牙朋友的修复难题，新民健康特邀沪上资
深口腔专家带来一场在线面对面的科普咨询活动，资深口腔专家组成
专家团，提供牙修复新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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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额限时抢，先到先得。

※讲座活动福利

擅长项目：
微创种植、上颌骨内外提升即
刻种植、牙周病序列治疗、显
微根尖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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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种植大咖在线面对面
30个名额限时抢约

>>专家介绍

擅长项目：
即刻种植、疑难种植、VIIV
穿颧穿翼种植、局麻下改良
颌外颧骨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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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 /

资深专家口腔科普大讲堂，聚焦松牙缺牙难题

    缺牙多、缺牙久的老人，往往

口腔状况不佳、牙槽骨缺失严重，

更常伴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全身性

疾病。对这部分老人来说，牙修复

的愿望虽然强烈，但却往往因为口

腔与身体状况复杂，被拒之门外。

高难度缺牙病例往往伴随着

较高的风险与难度，此时对医生、

技术与口腔机构同样有着严格的

要求。这需要技术实力过硬的专家

团队，结合从科学严谨的术前检

查、个性化种植方案的定制、舒适

安全精准的手术处理到完善的术

后维护全过程。

    在传统观念中，很多老人认为

牙齿松动脱落是自然现象，防也无

用，治也无益。但大多数人的牙齿

松动脱落是因牙周病、根面龋、骨

质疏松等疾病引起的，只要这些病

得到预防和治疗，就会延后脱落的

年限。

而当牙齿脱落之后，及时对

缺牙进行修复，不仅有助于消除

缺陷、恢复牙齿功能，并稳定邻

近的牙齿，同时对全身健康也

有益。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秋收冬藏”，秋冬正是修身养生的好时
机，然而，面对美食，您的牙准备好了吗？

民以食为天，食以齿为安，拥有一口好牙，对年龄较大的老
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甚至影响全身健康的事。但是，现实中很多
老人不仅缺牙厉害，而且因缺失导致的牙槽骨萎缩、咀嚼功能
减弱诱发肠胃疾病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牙没了，面对山珍海味却只能一饱眼福，何来晚年幸福？应
对老掉牙难题，如何更快更好修复？缺牙多、缺牙久、牙槽骨薄、

慢性疾病多的高龄缺牙老人，有何更安全高效的修复方法？

破除认知误区，预防与治疗两手都要抓

中老年牙修复难度大，技术与专家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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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气温每下降 10℃，心脏

病发作概率上升 7%。在各种各样的心脏疾
病中，房颤由于好发群体为老年人，且房颤

病人受降温影响更容易发生脑卒中，对于
这样的“隐形杀手”，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

注意防范。

什么是房颤呢？

房颤全称心房颤动，就是心房的搏动特
别快且没有规律，从而诱发整个心脏节律

失控。房颤是个“慢”病，很多病人反映房颤
不危害生命，发作时“熬一熬”就过去。但正

是由于大家放松警惕，导致“定时炸弹”常
伴左右。数据显示，房颤患者的心房率能达

到惊人的 350-600 次/分（正常情况下为

60-100 次/分），超负荷的运转对心脏的损
害可想而知。

为什么要治疗房颤？

房颤好比身体的发动机受损，不及时处

理会导致整个身体出现问题。房颤会引起脑

卒中及其它血栓事件，导致总死亡率和心血
管死亡率增加 2倍，由房颤引起的脑梗死致

残率高、复发率高，一直是困扰医生和患者的
难题。

冬季房颤高发我们该怎么办?

    降温时节，有一位患者在睡觉醒来时突
然肢体无力 ,到医院检查时，神经内科诊断

是心脏里面的血栓脱落导致的“一过性脑
卒中”。在心内科出诊后,发现有房颤指症，

建议做 24小时心电监测进一步确诊，但患
者当时没有接受。到了第二年，患者状态明

显不如前一年，短短二十几分钟里多次出现了
无力的症状。确诊为房颤无疑。但是患者再次

拒绝了近一步治疗。房颤作为老百姓口中的
“慢”病尤其容易被忽略。最终患者在儿女的

强制要求下进行了射频消融相关治疗，在多
次“一过性脑卒中”后就得到了有效救治。经

统计，我国房颤患者人数约有 1000万之多。

40 岁以上人群中，男性患房颤的风险为
26%，女性为 23%，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一生

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概率会患上房颤。但实
际上，房颤病人能够接受有效治疗的比例极

低。尤其在冬季，气温骤降，房颤的多种并发
症的发生率骤然增高。除了及时体检以及到

医院诊治以外，针对房颤患者有如下建议：
房颤时心跳加快且无规律，患者会有：心

慌、气短、胸痛、疲劳、运动能力下降、晕厥等
症状，持续时间不定。一般房颤的发展规律是

从阵发性房颤逐步过渡到持续性房颤，长期
的耐受使得病人习惯了心慌、胸闷的症状，很

容易误认为病情好转。但恰恰相反，其实这部

分患者是最危险的。那么这时我们如果可以

自己对身体状况是否符合房颤做个初步判断
就显得尤为重要。

日常生活中如何自测是否发生了房颤
呢？这里有5大信号帮你自测：

1. 头晕眼花或昏倒；
2. 感到心脏跳动紊乱或心跳加快；
3. 胸部疼痛、感到压迫或者不舒服；
4. 体力疲乏或者容易疲劳；
5. 在轻度体力活动或者休息时感觉呼吸
困难。

有一种简单的辨别房颤的方法就是搭一

下脉搏，如果脉搏变成了又快又不整齐的（当

然也有少数不快的），就像“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这时候请您不要犹豫，一定

要立即去医院就诊。

确诊有房颤后如何治疗？

目前针对房颤的治疗主要包括 2 个方
面：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由于房颤本身发

病机制较为复杂且患者的身体条件千差万
别，目前市面上供选择的药物却并不多。在非

药物治疗方面，伴随着近年来医学技术的发
展，射频消融、冷冻以及未来的脉冲消融都给

病人恢复健康提供了新希望。

最后对于广大的房颤患者，在此建议大
家及时发现尽早治疗，避免承受房颤多种

并发症的风险，也避免由于房颤导致的生
活质量的下降。希望每一个冬天房颤和您

不再相见。

冬日来临,你的心脏准备好过冬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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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标志着即将进入寒冷时
节。冬至后气温骤降，温度变化大，

正值心血管疾病高发期。 房颤、心
肌梗死、冠心病、以及由于心源性
疾病导致的脑卒中等疾病频发。所
以“冬天来了，我们的心脏准备好
了么？ ”

刘 旭

秋收冬藏养生季，一口好牙好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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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科普牙修复新理念
4、免费领取爱牙礼包1份（牙线、牙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