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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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口腔门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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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周四，魏兵将携手疑难种植专家团，针对牙
齿松动、缺失、牙周病等口腔问题给出全方位的方案指导，解
答口腔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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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见病”一词源于英语 rare disease。与

常见病相对，罕见病是指患病率相对较低的
一类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

罕见病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 0.65‰～1‰的
疾病。不同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对罕见病有不

同的认定标准。例如，美国将罕见病定义为每
年患病人数少于 20万人（或发病人口比例小

于 1/1500）的疾病；日本定义，罕见病为患病

人数少于 5万（或发病人口比例为 1/2500）的
疾病，中国台湾则以万分之一以下的发病率

作为罕见病的标准。
截至 2018年 10月，全球最大罕见病数

据库 Orphanet 共收录了 6172 种罕见病，约
占全部人类疾病的 10%。其中，约 72%的罕

见病是由遗传物质结构改变或调控异常所

造成的，也就是遗传病。罕见病对人体的影
响通常涉及多系统、多脏器，病程往往呈慢

性、进行性、耗竭性地发展，甚至造成残疾或
危及生命。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罕见病其实并
不罕见。常见的罕见病有：

白化病：是由于不同基因的突变，导致黑
色素或黑色素体生物合成缺陷，从而表现为
皮肤、眼睛、毛发等色素缺乏的一种遗传病

症。白化病患者的皮肤和毛发呈白化现象，易

晒伤，大多有眼球震颤、怕光、低视力等现象，
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肢端肥大症：是脑下垂体因增生或肿瘤

而引起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的皮肤及骨骼

异常增生性疾病。未成年人发病引起巨人症，
成年人发病表现为皮肤弥漫性肥大增厚，面

部皮肤纹理增粗，皱纹加深，鼻唇沟增宽，舌、
嘴唇变厚。同时垂体肿瘤压迫导致器官病变

且恶性肿瘤发生率也会相应增加，寿命缩短。
发病率约 6～18人/百万人。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病：是一种罕见的心
血管病，发病率每年 1～2 人/百万人，其中，
女性发病率较高。60%的患者表现为呼吸困

难、气喘、胸痛等，病情严重的出现心包积
液，导致右心衰竭，只能卧床不起。患者平均

年龄在 30岁左右，目前是不可治愈的重度
慢性疾病。

苯酮尿症：患者体内缺乏丙酮酸羟化
酶，苯丙氨酸只能靠转氨生成苯丙酮酸，

患者尿中会排出大量苯丙酮酸。苯丙酮酸

堆积对神经有毒害，使智力发育出现障

碍。新生儿患病的机率约是 5 万分之一，
每年约有 6～7 个患有此种病症的新生儿

出生。
线粒体病：是由线粒体 DNA或核 DNA

缺陷引起。基因缺陷导致了线粒体呼吸链上
的功能蛋白或结构蛋白发生改变，丧失了原

有的功能，使能量合成受阻，从而出现一系列

的症状，常见的有癫痫、偏头痛、痴呆、偏盲、
四肢酸痛且活动后乏力明显、视力下降、眼睑

下垂、神经性耳聋以及身材矮小、糖尿病、心
肌病、白内障等。

在罕见病群体中，有如思维广阔至宇宙，
身体却因渐冻症困在轮椅中的著名物理学家

斯蒂芬 ·霍金；又如深受卟啉病折磨的杰出后
印象主义画家凡 ·高，生命不拘于形式与长度

的存在，才会焕发光彩。 （孙 黎）

不罕见的罕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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