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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爱牙知识

咨询读者：徐老伯
一年前，镶了一副假牙，吃东西痛快了，

可是不管是多好吃的东西，感觉都没有以前

那么有味道了，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其他

的办法，能改善这种状态？

解答专家：康美诺口腔医院
种植科主任施海鹏

影响味觉的原因有很多
施海鹏认为，影响味觉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假牙的原因。

首先人感知味道的能力会因为年老而

有所降低。味蕾感受口腔内食物化学变化，

并将其转变为神经冲动传至大脑，产生味

觉。味蕾主要位于舌头，还有一些分布于会

厌、软腭和咽后壁等处。味蕾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退化，因此，老年人辨别味觉的能力

本来就会降低。

其次，人的牙齿神经非常发达，其中包含

着大量的味觉神经，与我们平时感知味道息

息相关。戴假牙后，由于咀嚼力量减弱，不能

将食物嚼得很细碎，食物与味蕾的接触受到

限制。真牙的根部有许多触觉感受器，能根

据牙齿受力情况判断食物团块的大小，牙齿

脱落后，这种判别力丧失了，很大的食物颗粒

就可能引起吞咽，自然就尝不到味道了。

味觉还会受到温度的影响。比如有些

食品热时吃起来很香，有些食物则非要凉了

吃起来才有味道。可是，戴上假牙，尤其是

全口假牙，它们需借助一个很大的塑料托帮

助固位和承担咀嚼压力，这样不仅掩盖住了

大量的味蕾，而且阻断了温度的传递，也就

体会不到食物的真实味道了。

种植牙对味觉影响相对少
“如果牙床骨条件允许，可以考虑选择

种植修复方式进行缺牙修复。”施海鹏说，

目前临床上主要有三种缺牙修复方案：活动

假牙、固定烤瓷牙和种植牙。

相比较前两者，种植牙克服了活动假牙

和固定假牙的缺点，抛弃了传统镶牙的钩和

套，将医学纯钛金属制成的“人工牙根”深植

于牙槽骨，有效刺激牙骨和味觉神经的再

生。当人工牙根与牙槽骨紧密相容后，再于

人工牙根上镶上牙冠。种植牙无异物感，舒

适度更接近自然牙，同时可较好恢复咀嚼功

能，减少假牙对味觉的影响。

当然，种植牙的成功率与否要看医师操

作的专业度及种植技术，建议牙齿缺失者选择

种植牙时，尽量到正规医院的口腔专科就诊。

本 月 9 日（ 周

六），浙江省口腔医

院种植专家何福明

将到康美诺口腔医

院就诊，如果对种植

牙还存在疑问的市

民朋友，可前往医院

当面咨询。

戴了假牙后
吃饭就不香了?

即将进入三伏天，冬病夏治又成为市民的热
门话题。

冬病夏治是中医特色治疗方法，利用夏季气温
高，机体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调整人体的阴阳平
衡，治疗某些冬季好发，属于虚性、寒性的疾病，最
大限度以阳克寒，达到标本兼治、预防保健的作用。

今年三伏天的具体时间为：头伏7月17日—
7 月 26 日，中伏 7 月 27 日—8 月 5 日，闰中伏 8
月6日—8月15日，末伏8月16日—8月25日。

A 调理脏腑 扶正固本

在山川大药房常年应诊名老中医蔡文梅看
来，冬病夏治受益最大的是呼吸系统疾病，其适应
症主要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过
敏性鼻炎等，属阳虚为主，或寒热错杂以寒为主的
人；也适用于怕冷、怕风、平素易感冒的虚寒体质
者。

“中医概念里，慢性支气管炎属咳喘、肺胀
范畴，此类人群大多痰湿内阻，初起肺气虚或肺
脾两虚，后期致肺脾肾三脏俱虚，且秋冬季节或
气候突然变化时容易发作，到夏季，咳痰和喘等
症状缓解。”蔡文梅说，根据中医“治病必求于
本”和“既病防变”原则，在夏季进行调理脏腑、
扶正固本，往往事半功倍。

扶正固本的重点在肺、脾、肾三脏，可分为
内服和外治。

内服是指根据患者体质、病程、病情轻重及
机体阴阳偏盛偏衰的个体差异，辨证选用中草
药煎剂或中成药口服，主要是调节肺、脾、肾三
脏功能，以达到养肺、健脾、温肾、纳气的目的。

外治法常用的有穴位贴敷、针灸、熏蒸等，
调动人体阳气驱寒的方法。可根据个人的体质
和病情需要选用，有时需要结合多种治疗方
法。蔡文梅举例，比如贴敷，如果在贴敷前先进
行针灸疏通经络或贴敷后进行热敷，作用会更
明显。

需要提醒的是，冬病夏治主要是一种辅助
疗法，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一般要坚持3年，才
可起到长远效果。

B 调理方法 分内服与外治

□记者 施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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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任性的黄梅雨像个黏性十足的
孩子，时不时地来永城捣乱，搞得整天湿漉
漉的，接下来的日子会怎么样？从天气预
报得知，未来的一周，直到 7 月来临，永城
将间歇性降雨，而晴热天气也不会少。这
一时节，空气湿度大、气温高、衣物等容易
发霉，人也容易感到乏味、疲倦，因此养生
重点在于防潮。

衣物常换
梅雨期湿度大，真菌很活跃，皮肤癣容

易在身体各部位蔓延，运动或流汗后应立
即沐浴、更衣，保持干爽。少穿又厚又紧的
牛仔裤或紧身裤，尽量穿棉质内衣。

此外，要注意保持家居衣物通风干燥，
衣服要常洗常换。可用樟脑丸、防霉饼、竹
炭、木炭制品等防霉、除湿用品，降低衣橱、
鞋子里面的湿度。梅雨天更加要注意保持
鞋子干爽，如果有多双鞋子可以换着穿，让
鞋子通风透气。

适当运动
跑步、快走、游泳、瑜伽或其他有氧运

动，都有助于活化气血循环，帮助水分代
谢，可活络器官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

夏天泡脚也能祛湿，用40摄氏度左右
的热水泡脚半小时左右，水最好超过脚踝
到达小腿。然后，泡到后背感觉有点潮，或
者额头出汗，这说明经络上下贯通了，泡脚
后可做些简单的按摩。

劳逸结合
要注意劳逸结合，过度疲劳也容易导

致湿邪乘虚而入。夏季昼长夜短，再加上
忙碌的职场人士晚上加班，夜间睡眠时间
不足，应特别注意劳逸结合。

适当午睡，哪怕在办公桌前打个小盹，
不仅可以补充晚间睡眠不足，还使下午工
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对于那些因受客观
条件限制，中午不能很好午休的女性来说，
要保证充足的晚间睡眠。晚上在 11 点左
右睡觉，最迟不要超过 12 点，而且保证 7
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

饮食清淡
要多吃清淡祛暑、清热解毒的食物，如

利水祛湿类食物：黄豆、绿豆、金针菜、冬瓜
等；清热祛暑类食物：西瓜、丝瓜、黄瓜、芹
菜、苋菜等；清热利湿的食物：茭白、竹笋、
荸荠等；健脾利湿的食物：蚕豆、赤豆、青
鱼、鲫鱼、鲢鱼、鳊鱼等。

儿童要少吃厚腻甘甜的食物，特别要
限制冷饮摄入，尤其是冰箱内取出的食物
不要立即食用。对于喜欢喝冰啤酒的人来
说，要注意适度、适可而止，最好的夏日饮
品当数白开水、淡茶水。

老慢支“夏调”
事半功倍

c 不受风、不淋雨 注意饮食起居

肺怕燥，养肺要以养阴为主。在冬病夏治
期间，应注意跟随夏季特点，从饮食、起居方面
综合调养。

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慎用辛燥之品，
以防伤阴，忌大量服用寒凉之品。夏季炎热，往往
易贪凉、吃冷饮，若大量进食寒凉之品，则易致中
阳受损，脾胃虚弱。可以适当吃些自己做的清凉
饮料，比如绿豆汤、米仁汤、玉米汤，既清凉又除
湿。

当下季节雨水多，不可淋雨、涉水，否则会
加重体内湿气。此外，也不可多受风，尤其是空
调风，建议空调间温度不能太低，否则容易引起
感冒、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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