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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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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
②疑难种植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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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际缺牙、松牙、牙周处理新理念
⑤为牙齿缺失多、半口或全口缺牙者，提供进
一步健康指导

新民健康报名咨询热线

021-52921992
或编辑短信“爱牙+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13331917156

牙骨薄 牙龈萎缩严重 假牙戴着打飘
修复是否很复杂

今年78岁的张爷叔全口牙齿几乎掉光，由于缺牙时

间太久，整个牙床变得低平，直接导致传统假牙戴着不服

帖，讲话吃饭动不动就打漂，到最后假牙直接闲置了。张

爷叔平常吃饭就靠牙床磨，吃得很辛苦，非常渴望能有口

好牙大口吃饭。

但像张爷叔这种情况，再次修复似乎成了难事，“我要

换个好点的，医生检查后说我牙骨都快没了，要大量植骨，

手术修复分好几期，用上牙起码要过个一年半载。”张爷叔

很郁闷，自己一大把年纪，这样太耗费精力了！难道就只

能这样了吗？

魏兵指出，随着现在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只要符合条

件，缺牙数量多、牙槽骨极度缺失等高难度缺牙病例也是能

满足“使用舒适、嚼得动、吃得香、用得久”的要求。现在有

办法在不植骨的情况下，来拯救满口牙。

这就需要从“根”上解决问题，模拟天然牙的形态，使

咀嚼时的力量得到牙槽骨的支撑！

当然，高难度缺牙病例想要重新获得好牙，对医生、口腔机

构、设备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必须拥有科学严谨的检查，专业

精准的方案，精细的操作流程以及丰富的口腔临床经验的专家。

口腔大咖说：想吃就吃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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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民健康携手沪上口碑专家，为您云科普缺牙修
复的相关知识，传递舒适化、个性化的修复理念，帮助大家
深入了解不同修复方式。
不知道怎么选修复方式，又对怕疼、创口、修复周期、使

用时间等有疑惑的市民，可借此次机会请专家一对一解答，
还能免费获取专家制定的口腔保健方案。

苦受缺牙之困
本周，特邀口腔明星大咖魏兵在线分析缺牙修复等热点问题

送口福！限100位！
饮食直接关系着健康，然而对于不少中老年朋

友来说，缺牙比较多，活动假牙实际用起来效果也
不那么理想：使用不舒适、戴不稳、容易脱落、吃饭
不敢用劲等等。忍了这么久，缺牙问题也该管管
了！那缺牙了，如何找到更适合的修复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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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嘉宾

缺牙难修复？怎么选修复方式？
适合哪种方式？

限100名！抢约人气专家剖析多种修复解决思路云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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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基金会爱心窗口恢复开放

根据国家和本市关于做好教

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指示精神，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日前出资281

万元采购144480瓶（750ml/瓶）和

7224桶（25L/桶）84消毒液，继续

开展抗疫援助专项行动——“我们

‘疫’起行动 ·同心守‘沪’家园”项

目，支援本市3612所中小学校和

托幼机构的环境消杀工作。

为确保开学准备及后续消杀

工作稳妥进行，切实保障广大师生

和教职员工安全健康，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此次拨出善款281万元，向

市保供单位采购上述消毒液物资，

助力本市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的

消杀工作，为广大返校复课的师生

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据统计，自3月1日至5月30

日15:00，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已收

到 或 承 诺 捐 赠 款 物 累 计 达

36259.95万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实施200多个各类抗疫援助专项

项目，爱心款物支出总计36209.89

万元，所接收的爱心应急物资已悉

数发放到全市各区相关机构和相

关群体。 李一能

采购消毒液助学校环境消杀
3月，三得利（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

了价值277125元的2500箱饮料，

支援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上海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医疗机构医

护人员，助其在脱下防护服后及

时补充水分。4月底，公司主动

联系市慈善基金会，考虑方舱无

法开空调且5月上海较闷热，愿

再捐价值72万余元饮料给方舱

医护及志愿者。在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及公司的积极协调下，在仓

库所在地镇政府的支持下，这批

饮料已送往静安、闵行、浦东新

区、青浦、嘉定等五个区的方舱医

院，公司根据库存情况，换上适合

夏季的蜜桃茶饮及芒果茶饮。

作为上海市“慈善之星”，三得

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一直将社

会责任融入企业文化中，为配合疫

情防控需要，购买物资后通过机械

搬运上车，减少人为接触，抽调商

业物流优先配送方舱，用实际行动

诠释“同舟共济、静待疫散，山河无

恙，人间亦安”。 李一能

捐饮料关爱方舱医护人员

6月1日是上海全面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的第一天，暂停一个

多月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爱心窗

口也恢复对外开放，首日就迎来了

沪上多名市民现场或线上捐款。

6月1日，退休法官杨承韬先

生一早就致电市慈善基金会爱心

窗口。在得知恢复开放后，他特意

骑电动车赶到现场。适逢六一儿童

节，杨先生以孙子杨力豪的名义捐

款3000元，继续资助一名大学生。

杨承韬法官从2007年就开始慈善

助学，并带动第三代共同做善事。

杨先生说，要从小培养孙子有善

心。

来自进华中学、建青实验学校

和星河湾双语学校的骆佳妮、许浩

然翔等11名学生，通过银行转账

的方式捐款3700元，用于慈善助

学。骆佳妮和同学们自2019年始，

每年儿童节都会来到爱心窗口捐

款献爱心。今年因疫情原因，他们

无法来到现场，同学们自编自导录

制了小视频，以此庆祝这个“不一

样的儿童节”。同时，他们还用一曲

《逆战》，致敬奋战在申城抗疫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共同祝

愿疫情早日结束。

家住嘉定区一名不愿透露姓

名的女士，通过电话咨询后，自驾

来到市慈善基金会爱心窗口，捐款

2万元用于慰问社区抗疫志愿者。

秦淏星（6岁）、秦淏辰（4岁）兄妹

在妈妈和外公陪同下来到爱心窗

口，分别捐款600元、400元用于助

学。爱心窗口的“老朋友”曹寅生先

生也在六一儿童节当天来到市慈

善基金会爱心窗口，捐100元用于

“凡人善举”资助项目。此外，还有

众多市民在线上或来到现场进行

捐款。爱心窗口工作人员张世英表

示，爱心窗口开放首日恰好也是六

一儿童节，这一天历来是许多市民

的“捐款日”，既有小朋友用捐款方

式庆祝儿童节，也有前来献爱心、

希望帮助困难孩子的好心人。

据了解，在疫情期间，市慈善

基金会爱心窗口虽然暂停了一段

时间的线下服务，但市民线上捐款

依旧踊跃。而随着爱心窗口重新恢

复，也希望市民踊跃捐款，为扶贫

帮困奉献自己的爱心。 李一能

上海市民纷纷来到现场踊跃捐款

本次疫情期间上海高

龄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牵

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在市

民政局和市养老服务发展

中心支持下，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发起“‘疫’起护老——

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关爱”项

目，出资2500余万元为沪

上12万余位高龄独居老人

发放“防疫生活关爱包”。6

月13日，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再次收到一封来自高龄

独居老人的手写感谢信。

居住虹口区的这位老

人在信中写道：4月收到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放的

社区高龄独居老人“防疫

生活关爱包”后，感到非常

高兴与激动，衷心感谢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对高龄独

居老人的关心。信的末

尾，老人还特意提到由于

疫情封控，所住大楼不能

随意进出，“所以信晚寄了”。

5月5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曾收到一位高龄独居老人寄来

的感谢信。家住曲阳路街道东

五居委的老党员赵爷爷，在收到

市慈善基金会发放的社区高龄

独居老人“防疫生活关爱包”后，

幸福感满满，并以书信的形式表

达了他诚挚的谢意。赵爷爷在

信中写道，在疫情期间高龄独居

老人面临日常物资短缺的时刻，

能够收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

放的“关爱包”，心里感动万分，

并表示“关爱包”就是老人们的

“甜蜜包”“幸福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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