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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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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牙大口嚼美食
晚年更有味

难以尽情嚼美食？疑难种植大咖破难题！
6月  日，长期缺牙、咀嚼困难市民可免费咨询专家答疑解惑

        
或编辑短信“爱牙+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           

新民健康报名咨询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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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6月  日（周二）

作为消化系统的门户，牙齿发挥着重要作

用。一旦牙齿缺损、缺失，会产生诸多不利健康

的问题。新民健康携手沪上口碑名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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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牙松动、牙缺失、半口牙缺失、全

口牙缺失、牙槽骨量不足、烤瓷牙失败等情况，

均可报名参加，在线一对一的交流方式，让众多

缺牙市民疑惑的口腔问题都能得到专业解答。！

“缺牙许久了，本想过完春节就去看，却因为各种原因拖到了现在。”“清粥流食的日子太难熬
了，重新拥有一口好牙才能乐享晚年”……随着气温逐渐回暖，许多中老年人开始关心起了自己的
缺牙修复问题，纷纷表示无牙可用太难受了。口腔修复专家表示：缺牙不仅会造成咀嚼功能下降，
还会导致面部塌陷变形、使人显得苍老、引发说话漏风等问题，如果缺失时间较长，则会引发牙龈
萎缩、牙槽骨吸收，相邻牙齿移位、咬合关系错乱等问题，甚至引发全身性疾病。
那么，如何让缺牙市民重新拥有一口好牙，更好畅享美食呢？下周二，新民健康将特邀魏兵领

衔的疑难口腔专家团队开展云科普讲座，带来缺牙修复新理念，凡有对缺牙问题、修复周期、适应
症存在疑虑的市民，都可报名参加活动，借这次难得的机会解答各种困惑。

现在的缺牙修复发展水平已经突破了传统

的技术瓶颈，只要条件允许，口腔条件差、牙槽骨

严重流失也可以得到修复，但想要获得好牙口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魏兵医生解释道，“首先是考验医生的经验

水平和专业知识面，因为所面对的每一个患者的

缺牙区域及全身健康状况，都可能存在着千差万

别的不同，处理缺牙前医生要为患者全面检查口

腔和身体评估，重建口腔外观前提下，制定出最

适合患者的缺牙处理方案。另外对于有‘牙根’

的修复，就更是难上加难，越先进的方式对医生

技术要求越高，因此找到一个专业技能扎实、经

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至关重要，恢复真牙般的咀嚼

能力和味觉感受也并不是办不到。”

岁数大了、缺牙颗数多、牙龈萎缩、牙骨流

失，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痛苦？花费时间会不会很

长？来回跑医院岂不是很折腾？对于这个问题，

知名口腔专家魏兵表示，“和年轻人相比，中老年

人的口腔修复难度确实更大。年轻的缺牙患者

机体新陈代谢能力强、骨质密度高，拔牙后牙槽

骨的愈合速度快、愈合质量高。而中老年人因口

腔基础差或是长时间患牙病，牙槽骨萎缩一般都

较为严重，且中老年人骨质相对疏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老年人就不能进行缺牙

修复！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现代缺牙修复手段

的适应人群也越来越广泛，除了有严重糖尿病、

牙槽骨病理性改变等明显禁忌症外，一般人都可

以接受缺牙修复，即便70岁以上的缺牙老人，只

要身体素质符合条件，也可以做缺牙修复。魏兵

医生还强调道，对疼痛敏感、怕折腾的中老年朋

友，其实真的不必过于担心，整个缺牙修复过程

都已经向舒适化发展。

想有一口好牙，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大会阻碍我缺牙修复吗？”
需谨慎！越先进的方式对医生要求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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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以东约1450

公里的海域，从北冰洋南下的拉布拉多寒流

与从墨西哥湾北上的北大西洋暖流在此交

汇，致使海面常年大雾弥漫。111年前，顺拉

布拉多寒流而下的一座冰山，在这里引发了

“泰坦尼克”号邮轮沉没的悲剧，1500多人罹

难。而今，一艘探访“泰坦尼克”号遗迹的深

潜器又传噩耗，5人遇难，令世人唏嘘……

当地时间22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消

息：此前在考察“泰坦尼克”号残骸途中失踪

的美国深海潜水器“泰坦”号，已在沉船地点

附近发生“灾难性内爆”，5名乘员全部死

亡。这是一种极其骇人的死亡方式。所谓内

爆，指的是由于外部压力向内发生的剧烈爆裂，

与更常见的由内向外发生的爆炸恰恰相反。

“泰坦尼克”号残骸位于水下3800米。

就当代军用潜艇而言，它们的工作深度多为

水下300米以上。一旦水深超过1000米，在

巨大水压与低温之下，出现任何情况都很可

能是灾难性的。

曾参与建造“泰坦”号的工程师罗恩 ·阿

鲁姆说，潜水器的外壳就像一个几何形状，

当其保持球体或圆柱体时，足以承受巨大的

水压，可一旦出现形变，就“可能像易拉罐一

样被一脚踩瘪”。

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在海底发现的5

块“泰坦”号深潜器碎片距离“泰坦尼克”号

残骸只有488米。专家推测，内爆有可能在

深潜器失联的瞬间发生。

“泰坦”号深潜器18日在美国马萨诸塞

州科德角以东约1450公里的海域下潜，出发

约1小时45分钟后失联。

这次深海考察活动由美国海洋之门勘

探公司组织。该公司22日发表声明确认深

潜器乘员不幸遇难，5名死者分别为海洋之

门勘探公司首席执行官斯托克顿 ·拉什、英

国探险家哈米什 ·哈丁、具有巴基斯坦和英

国双重国籍的商人沙赫扎达 ·达乌德及其19

岁的儿子苏莱曼、法国探险家保罗-亨利 ·纳

尔若莱。其中，哈丁是“全球海洋深潜”持续

时间最长的保持者。纳尔若莱是一名法国

海军老兵，曾于1987年主导了对“泰坦尼克”

号的首次打捞探险。35年来，他参与了数次

对“泰坦尼克”号残骸的考察。

此次灾难事故除了向世人表明深海勘

探的客观风险外，是否存在导致事故发生的

人为因素也值得关注。有报道称，“泰坦”号

未经任何监管机构批准或认证，海洋之门勘

探公司几年前还解雇了质疑深潜器安全性

的员工。一批潜水器行业的资深人士也曾

致信海洋之门勘探公司，称其“实验性”做法

可能导致“从轻微到灾难性”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杨一帆

20日，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专机，

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于莫迪此次

来访，美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在外

交政策上向来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

度，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高级别接待
走在白宫专门铺就的红毯，和拜

登来个热情的拥抱……22日，远道而

来的莫迪受到了美方高级别接待。

“2014年以来，莫迪曾先后六次

访美。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莫迪首

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每年

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外国领导人的

次数并不多，今年，它把机会给了印

度，足见重视。”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

心副主任林民旺说，“而这也并非停留

在表面的热情，为了极力拉拢，美国也

会给印度一些实质性的‘甜头’。”

林民旺认为，莫迪此访是处在俄

乌冲突呈现出长期化趋势、大国博弈

加剧的大背景之下。正基于此，印度

成了美国眼中制衡中俄的“利器”。一

段时间以来，莫迪政府表现出的一系

列外交倾向也让美国看到了拉拢它的

可能性，美国因此对莫迪此访倾注了

足够的热情与重视。

涉多项合作
22日，美印领导人共同宣布两国达成一

系列国防和技术协议。林民旺表示，从冷战

时期开始，印度就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军工

合作。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是印度最

大的武器来源国，其核心国防技术还

是由俄提供。这并非美国所乐见。美

不愿印度继续扮演“摇摆国”的角色，

因此会在国防领域给予印度利好。

“除了国防领域的合作，美印合

作还涉及芯片、通信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等多方面。”林民旺称，“接下来，

美印之间的合作面将更为广泛，在防

务、市场、政治、外交等方面，双方可

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对接。”

“另一副面孔”
有政界人士将莫迪此访视为美印

关系“转折点”，但向来奉行不结盟原

则的印度，真的会被美国“拉上船”吗？

林民旺分析称，美国自然极为希

望印度可以放弃“摇摆”立场，全面倒

向美国。但印度即便此刻给人看似

有倒向某一方的感觉，在未来也有可

能切换成“另一副面孔”。这是有外

交独立和战略自主传统的印度惯常

的做法。一旦涉及到国家利益，美印

就会发现彼此立场相悖，并可能为对

方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

莫迪访美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在

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似乎也印证了

这一点。苏杰生强调，印度是在不同

地区寻求“多种机会”，印度寻求的是

在政治、战略、外交、文化、技术上与所有大国

都有良性互动。看来，美国想拉拢印度，绝非

一件易事。 本报记者 王若弦

“可能像易拉罐一样被踩瘪”，是否存在人为因素引人关注

美潜水器“泰坦”发生“灾难性内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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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号深潜器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