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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  

慢性病老人切忌盲目拔牙，覆盖义齿一招解决吃饭难，冬天不折腾
不拔牙不种牙，无挂钩义齿无手术补全缺牙，用真牙享口福

新民健康咨询热线
   -        

或编辑短信“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           参与报名!

新民健康口福活动诚邀您参与
现场口腔健康咨询，更有精美护牙礼相送

新民健康特别联
合沪上资深中老年
口腔专科专家组成
专家团队，在线为50

岁以上中老年人提
供专业全面的口腔
健康咨询。

(每次活动名额限50名)

高龙涛

擅长：松牙固定、各类牙体牙

髓病治疗、冠桥修复、精密覆盖义

齿类活动修复，全口无牙颌活动义

齿修复。从事口腔临床多年，对人体口颌面关系有深

刻的认知，并且积累大量的全/半口修复经验。已完成

数千例中老年复杂口腔颌面案例。

■资深中老年口腔专科医师介绍

本板块活动为公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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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成功
1 现场赠送精美礼品，参加趣味活动

2 国内知名中老年口腔专家亲临，免费咨询答疑

3 有机会获赠中老年专用口腔护理套装

（含价值  元中老年专用牙膏2支）

活动时间：  月  日——  日（全天）

7旬松牙老人 多年求医无门

“我现在只想要一个不拔松牙，

不做手术，还能补上缺牙，让我正常

吃饭的修复方法。”73岁家住徐汇

的秦女士谈起她这一嘴的牙齿很是

无奈。

“人一上年纪，牙齿出问题不可

避免的，也怪我早年不放心上。从

最开始的几颗松牙，发展到了满嘴

的松牙、缺牙。”秦女士为此没少跑

医院，都是病牙一律拔掉，医生为她

设计了旧式假牙，但无法长期使

用，仅仅依靠挂钩钩住好牙做固

定，没有根基的假牙难以牢固使

用，吃东西还是只能应付了事，硬

物不能咀嚼。

“正常的牙齿在这幅假牙的挂

钩作用下，也在逐渐变松。我现在

索性不戴了，吃点煮得软烂的食

物。很多美食我早就忘记味道了，

排骨、苹果，想都不敢想！”

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且慢性

病多发，像血压偏高且有心脑血管

方面损伤的老人，治牙一定要慎重，

盲目拔牙会有生命危险。中老年口

腔专科资深专家金艳香医生提醒

道：“盲目用拔牙来做口腔治疗，牙

槽骨会失去生理刺激，加速牙床老

化。一两颗问题不大，如果多颗松

牙全拔掉，身体条件难以承受，非常

不适合中老年人。尽早到中老年口

腔专科医院检查修复，符合条件的

松牙、残根是完全可以保住的。”

真牙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如果仅仅用拔牙治疗口腔问

题，牙根下的牙槽骨便失去咀嚼时

的生理刺激，加速牙槽骨老化、流

失，后续镶牙无法牢固使用。拔牙

需半年到一年时间恢复，吃饭成难

题，身体素质进一步下降。”金艳香

医生提醒道。

真牙外包裹一层牙周膜，吃饭

时可感知食物的大小、软硬。爷叔

阿姨爱吃各种糕点，不同点心的酥

脆口感只有自己的真牙才能感受，

这是任何人造假牙都不具备的能

力。“食之有味”、“嚼之有劲”这是真

牙才能做到的，真牙保留越多才能

更有好口福。金艳香医生强调道：

“很多叔叔阿姨在纠结松牙、残根是

拔还是种，我的观点是能保则保，只

有真牙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度以内松牙、残根能修复

“区别对待复杂口腔问题，从中

老年人体质出发，能保留住的牙齿

不拔，缺牙一并修复，不损伤患者的

身体健康才是更适合的方案。”中老

年口腔疑难杂症专家高龙涛医生解

释道：“‘无挂钩覆盖义齿’是不依靠

挂钩做固定，多颗松牙均可固定的

新方案。变拔为固，利用内冠包裹

保护住基牙，治疗牙周炎，防止牙槽

骨流失。外冠可覆盖多颗牙齿，分

散咬合力。利用了夹板原理保住没

拔的松牙，修复周边缺失牙。同时，

符合保留条件的残根可以变废为

宝，不拔残根，以此为基础再镶新

牙，是非常适合口腔环境复杂中老

年人的修复手段。”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3

度以内松动牙完全可以修复牢固，

很多能感知自己牙齿松动的中老年

人松动程度都处于这一范围内。”高

龙涛医生提醒：“已有缺牙松牙的中

老年人，务必要尽早到专业服务中

老年的口腔机构检查修复，越早就

医牙齿保住的希望越大，越能早享

好口福。”

金艳香

擅长：精密附着体修复技术、套筒

冠松牙固定、各类残根、残冠修复、中老

年复杂种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曾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种植科完成医师规范化培

训及种植领域的进修学习。10年期间，申医生累积了丰

富的口腔精密附着体、套筒冠义齿与种植成功案例。

中老年口腔修复专科 主任中老年口腔修复专科 主任

专版

冬令时节话房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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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医务

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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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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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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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例,房颤导管消融手术近      例。

刘 旭
入冬后，来到心内科问诊的病

人日益增多，分诊数据显示，就诊患

者中老年患者占了大多数，对此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刘旭教授

给我们解答道：“老年人在冬天会感

觉自己心脏不舒服，出现气短、乏

力，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大家常

说的心房颤动，也叫做房颤。”通常

来讲，在抵抗力较弱的群体中，老年

人是比较需要警惕房颤的发生的人

群，尤其是本身就患有一些例如高血

压、高血糖或糖尿病基础疾病的老年

人。由于很多房颤患者的病症是不

显著的，发病时常常会被患者忽略，

因此房颤又被称为“隐形杀手”。

心脏不舒服，是否是房颤？

心脏需要规律地跳动，而房颤

就像是心脏无节奏地“乱弹琴”一

样，一旦心脏的跳动没有正常的规

律，就很危险。房颤是最常见的心

律失常，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发

病率高达5%。发病率也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变高，在80岁的人群

中，发病率高达了27%。

房颤作为危害性严重的一种疾

病，很多病人却没有及时关注自己

的早期病症，这对于房颤的早期筛

查和治疗是不利的。为了及时有效

地尽早发现房颤，我们可以先通过

一些手段自查。如果您经常感到自

己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头晕、乏

力、胸闷不适、脉搏不齐、失眠多梦、

紧张害怕等，就要注意自己是否有

患上房颤的可能性了。为了更高效

明确地判断病情，建议您有不适时

立即去医院进行诊断，这样有助于

医生对您及时地治疗。

房颤的危害有哪些？

房颤不仅会危害人们的健康，

降低生活质量，严重者甚至会有生

命危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活质量降低：房颤患者常

常出现心悸、头晕、气短等症状，影

响日常生活。严重者可能出现乏

力、呼吸困难、晕厥等症状，甚至引

发急性肺水肿。

2 脑梗死及血栓形成：房颤患

者中风的风险是正常人的十几倍，因

心房收缩能力降低，血液流动减慢，

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后可到达任

何部位，最常见的是大脑，引发脑梗

死。也可能引发栓塞内脏动脉、眼动

脉、冠状动脉和肢体动脉等并发症。

3 心功能疾病：房颤增加心肌

梗死风险，也可导致心衰和心率失

常性心肌病。心房与心室的不协调

收缩降低心脏射血能力，可能导致

心力衰竭。

4 脑部疾病：房颤与痴呆也有

关系，可能引发阿尔茨海默病、老年

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等。这些疾病

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也给家庭

带来负担。

5 增加死亡率：房颤是死亡率

增加的危险因素。合并心衰时，房

颤患者的死亡率较正常人增加。

综上所述，房颤对健康的危害

非常严重，患者应及时治疗并进行

合理的生活方式管理。

冬季为何易发生房颤？

房颤的发生虽然与冬季天气寒

冷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寒冷的因素

可能导致多种生理反应，进而增加

房颤的风险。冬季寒冷的气温会刺

激人体的交感神经，也会引起血管

收缩。同时，冬季流感等呼吸道疾

病的流行，会增加感染和炎症反应

对心脏的不良影响，进而增加房颤

的发作可能性。

简单来说，可以将冬季易发房

颤归纳为以下几点原因：

1 温度下降：冬季气温较低，

人体在寒冷环境下会收缩血管，增

加外周阻力，使心脏负荷加重。这

会导致心脏电活动变得不规则，容

易诱发房颤。

2 气温变化：冬季气温波动

大，尤其是寒冷天气与室内暖气的

差异较大。频繁的温度变化会影响

自主神经系统的稳定，干扰心脏电

活动的平衡，容易导致房颤。

3 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影响：冬
季气温下降会引起血管收缩，这会

增加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高血

压是房颤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此

外，冠心病是心肌供血不足的疾病，

寒冷天气会使冠状动脉痉挛，也增

加了房颤发生的风险。

4 感染和呼吸道疾病：冬季感

染流行，人们易感染感冒、流感等呼

吸道传染病。这些疾病可引起机体

的炎症反应与免疫系统的失调，炎

症反应与心律失常有关，可能导致

心脏电活动不稳定，进而引发房颤。

5 季节性情绪和心理压力：冬
季天气阴沉，光线减少，人们容易产

生压抑和沮丧的情绪。压抑和焦虑

等情绪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

应激，影响心脏电活动稳定，增加房

颤发作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房颤可能是多

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不同人群

可能有不同的主要诱因。因此，减

少房颤发作的关键是积极预防，同

时定期进行心脏健康检查。

凛冬已至，
我们该如何预防房颤？
在入冬的当下，我们也需要结

合冬季的特殊性去预防房颤，以下

是冬季日常预防房颤的一些方法：

1.首先是注意保暖，尤其是胸

部、颈部和腿部。

2.保持室内温度稳定，尽量避

免在极冷和极热的环境中过度活动。

3.注意丰富营养和保持水分，

选择高蛋白、低脂肪、低盐的食物，

增强身体抵抗力。

4.避免过度劳累，适当运动，

老年人可以选择散步、慢跑等低强

度的运动。

5.控制情绪，避免精神压力和

紧张状态，以免刺激自主神经，引发

心律失常。

6.管理慢性疾病与其他入冬

面临的疾病，及时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高血脂等慢性病。

除了预防外，如果您有房颤的

症状或其他疑虑，还是建议及时咨

询医生以获取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

议，切不可拖延时间。

房颤导管消融手术是有效
应对房颤的手段

目前房颤的治疗手段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药物治疗，其作用主要是

缓解症状。另一种有效的手段是导

管消融手术：这是一种不留任何东

西在心脏内的微创治疗。其原理是

用一根直径2毫米的导管沿着血管

到达心脏，对心脏的异位兴奋灶进

行消除。和传统药物治疗手段相

比，它可以大幅降低房颤患者脑梗

死的发生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刘

旭团队淬炼出的“肺静脉隔离及转

子消融的胸科术式”和“房颤转子-

胸科标测方法学”，使得房颤导管消

融手术成功率达到国内领先甚至是

国际一流水平。同时团队一还直投

身于前沿技术和理念的探索，在国

际上率先提出用腔内超声替代食道

超声检查，希望通过强大的技术支

持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让更多房颤

患者都能在疾病被治愈的同时获得

安心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