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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 23日口腔明星专家魏兵爆场云讲座
不跟风、不盲目，缺牙科学修复！

好牙添风采
烂牙老 10岁

“最近去小区里跳舞，发现有个
老姐妹看起来比我们这些同龄人要

年轻不少，我们都以为她做过专门
保养，其实她就是有一口好牙，吃好

睡好，精神足了气色也就好了。”
今年 66岁的王阿姨因为半口

牙缺失，苦不堪言，说起老姐妹的一

口好牙就艳羡不已，“她那口牙真的
太漂亮了，跟我截然相反，我现在说

话都说不清楚，吃什么都嚼不动，脸
都是瘪的，太羡慕她了……”

烂牙太伤身
缺牙修复两眼一抹黑

“缺牙一年，相当于 1000多顿
饭没吃好，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知名口腔大咖魏兵表示，“缺牙不是
小问题，日积月累差距非常大，上了

年纪的人，身体机能逐年下滑，如果
吃不好，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但缺牙后怎么修复才最适合自

己呢？不少老人“两眼一抹黑”：别
人说哪个好就选哪个；现在流行哪

个就哪个；选最便宜的，反正都一样
……真的是这样吗？

不要跟风装假牙
个性化修复才科学

魏兵表示，“不同的缺牙修复，
有不同的修复效果，差别巨大。每个

人口腔情况不同，修复方案也应该

是不同的，需要经过详细检查，根据

患者不同的口腔特点、主观诉求、经
济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再制定

专业的修复方案。”
魏兵强调，“只有经过这样的考

量，新牙才能舒适耐用，满足缺牙患
者对新牙嚼得动、吃得香、用得久的

要求。有些患者年纪大、血压血糖不

稳定、牙骨流失严重，是不适合种植
牙的，但可以考虑现在的新型假牙，

也能恢复咀嚼，而且舒适性、吸附性
也大大提升。”

    没有牙，咬不动、嚼不烂、想吃不能吃，生活品质大打折扣。临近
年底，为帮助老年朋友重获好口福，本周知名疑难种植专家团坐镇，

30个免费云交流咨询名额，渴望恢复好牙的市民，尽快报名！

你适合哪种缺牙修复方式？
23日大咖团队科普个性化方案

    本周，新民健康联合口腔大
咖魏兵领衔的疑难种植专家团
队，为大家普及“个性化修复”理
念，并针对有牙齿缺失、松动、牙
周疾病的市民进行全周期的口
腔健康管理指导，帮助中老年朋
友事半功倍享口福！

活动时间：
12月 23日周四 13:30

■电话报名享以下福利
①免费参加口腔保健指导云课堂
②开通大咖绿色通道，免费制定口腔保
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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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有机会申领爱牙礼包 1份（牙线、牙
刷、漱口水）

报名咨询热线 021- 52921992
或编辑短信“爱牙+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至：1333191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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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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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甸飞
知名口腔门诊副院长
知名口腔疑难种植执行总监
口腔修复专家
韩国AIC种植协会会员
全国病例大赛亚军
某电视节目特邀嘉宾
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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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bel 青年讲师、Straumann 特邀讲师
Nobel 首批全数字化种植认证医师

    从立冬起，便开启了一年中的冬

之序幕，自此昼短夜长。立冬意味着季
节由秋转冬，气温开始下降，空气逐渐

清冷干燥，人们开始添衣加裤。从中医
角度而言，进入冬季，人体需收藏体内

阳气，以备来年开春生发之所需，故
此，避寒就温是关键，尤其要注意对

颈、腰、腹、双脚等部位的保暖。

过了立冬，小雪、大雪接踵而至。

小雪节气，《群芳谱》有言：“小雪气寒
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此

时“地寒未甚”，降雪不多，但西北风
已然成为常客，是高血压频发的时

期。小雪养生注重固肾藏阳，即保证
三餐吃好吃饱，蓄足御寒能量；清汤

热水及时补充，预防内燥上火。

俗话说，“大雪进补，来年打
虎。”大雪至冬至期间，是进补的大

好时节。由于冬季寒冷，人体为了保

存能量，需增加体内碳水化合物、脂

肪和蛋白质的分解，以满足机体的
需要，因此，大雪节气可常食羊肉、

鸡肉、虾仁、大枣、桂圆等食物，对于
身体虚寒、阳气不足者尤宜。

大雪过后便是冬至。冬至是北
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

一天，气候也进入了最寒冷的“数

九”阶段。冬至养生重在养心，收敛
心神，少思少虑，避免身体因焦虑、

抑郁等情绪产生不良影响；多吃养

心安神的食物，如大枣、桂圆、百合、

莲子、小米等；多做陶冶情操的事
情，如阅读、下棋、听音乐等。

小寒一到，便入“三九”。小寒节
气，头部御寒尤为重要。从养生角度

而言，头为诸阳之汇，老年群体在小
寒节气外出需戴帽，出门前避免洗

头。此时若头部受寒，容易导致心脑

血管等疾病的发生。
大寒节气是一年中最冷的时

节。气温剧变使心血管及呼吸道疾

病患者骤然上升，建议老年群体尽

量减少外出、睡前养成泡脚的习惯。
在冬夜入睡前, 可用热水或药汤先

泡泡脚, 以达到除湿驱寒、畅通气
血、缓解疲劳、改善睡眠等效果。

《黄帝内经》记载，冬天宜“早卧
晚起，必待日光……此冬气之应，养

藏之道也。”意为冬天要早睡晚起，

等到日光出现才起床。不主张太早
晨练，尤其老人；也不建议运动过

度，冬季最好的运动是散步或打太
极等。由于冬季日照与温差的变化

容易影响人的情志，所以，多晒太
阳，对身体会大有裨益！ 孙黎

时节养生之冬藏    春生、夏长、秋敛、冬藏，生命始终
遵循着自然轨迹，人亦如此。在经历了
前三季的生发、繁茂与收获后，封藏成
为了冬令时节的需要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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