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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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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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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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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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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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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农历新年仅剩1个多月的时间，每一年的团圆佳节，如果您
嚼不动肉、咬不断菜，心里头会是什么滋味？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
缺牙痛苦，尽快恢复咀嚼呢？

对于不少中老年人来说，牙口好胃

口好，晚年生活才更加丰富多彩。牙口

不好，不但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晚年生

活质量也大打折扣。

家住宝山的蔡爷叔缺牙多年，从一

开始的单颗牙脱落没在意，一直到这两

年后牙都缺失了才开始着急。没了大

牙，肉类咬不动，稍微硬点的食物也嚼

不了，每次家庭团聚、朋友聚餐，都只能

喝点汤汤水水。眼瞅着身边的朋友都

做了缺牙修复，吃嘛嘛香，也动了修复

缺牙的心思，心中却也有不少疑问，缺

了这么多颗牙，是否需要多次就诊往

返？身体能否吃得消？

中老年人缺牙影响生活质量
如何修复成缺牙患者难题

很多中老年人都知道缺牙带来的危害，但面对修复方式，仍然有不少顾虑：到底应该怎么选修
复方式？到底能不能咬得动？能用多久？是不是跟真牙一样舒适？

新民健康特邀知名种植专家魏兵领衔专家团队，为缺牙患者讲解口内环境、骨质条件的评估
标准，提供修复方案建议。同时，解答有关缺牙修复的疑问，让患者们有关修复缺牙的重要知识将
不再两眼一抹黑！

该团队熟悉牙骨薄弱的应对方式，擅长疑难缺牙、牙周情况糟糕的病例。如果您正遭受牙齿
掉光、牙周溢脓，口腔状况糟糕的困扰，不妨报名参加本次讲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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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9日   月  日（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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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缺牙如何“重生”？口腔大咖现场解疑答惑
掉牙多年不用怕，早日告别“咬不动、说不清、显老态”！

专版

一口好牙更幸福 团圆节庆有“门面”也有口福

生活中，像蔡爷叔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很多，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因

为掉牙变得了无生趣，吃不好饭，营

养不吸收 何谈健康？何来生活质

量？特别是牙齿逐渐脱落，剩下不到

20颗时，就开始影响身体多个系统的

功能，消化功能、说话发音、容貌状

态、平衡机制都受到影响，衰老速度

也大幅加快。

缺牙后，缺牙患者的咀嚼功能变

差，影响营养的吸收，日积月累会严重

影响到身心健康。尤其很多缺牙中老

年人总是等到缺失多颗牙后，再选择

就医，无疑会大大增加治疗的难度与

费用。

随着口腔修复方式的不断进步和

全新修复理念的应用，医生会根据缺牙

患者的情况，结合数字化采集数据，并

采用多种方式定制个性化的修复方案，

更好地设计缺牙修复的位置、角度、深

度。同时目前业内普遍认可的“有根

牙”，因为其结构类似天然牙，模拟了牙

根与牙骨的结合，使新牙牢固、耐嚼，更

有助于缺牙患者恢复正常咬合功能，对

缺牙多年的半口、全口缺牙的中老年人

尤其适合。

数字化应用成修复新趋势
高龄、缺牙多更适合用“有根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