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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获取更多爱牙知识

咨询读者：张先生
因下颌缺失多颗牙，6 年前便安装了活

动假牙。但最近，发现活动假牙附近的牙龈

出现了红肿、出血等症状，牙痛剧烈，而且松

动得厉害，吃东西时也开始左右晃动。到医

院检查发现，剩余的邻牙中 3 颗牙齿龋坏。

难道假牙也会“生病”吗？

解答专家：康美诺口腔医院
种植科主任施海鹏

假牙比真牙
更容易藏污纳垢

临床上和张先生有同样烦恼的人不在

少数。有些反复牙疼，吃了消炎药后症状有

所缓解，可是几天后，又发作了，经常牙龈红

肿、糜烂，有时甚至痛得张不开嘴，不少人以

为是上火引起的，但其实这是典型的义齿性

口炎。

义齿挂在真牙上，真牙要承受更大的力

量，容易负担过重，而且假牙盖着真牙的部位

更容易隐藏食物残渣。如果对假牙清洁不

当，其表面、凹槽或金属钩环处残留的食物残

渣就会形成菌斑，日积月累就成了一座细菌

的培养基地，容易引发龋病、牙周病、口臭、口

腔溃疡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潜在的病

原菌还可能定植于假牙上，如念珠菌，研究表

明，念珠菌可能在 25%~60%的假牙佩戴人群

中引起义齿性口炎。更可怕的是，附着在假

牙上的其他一些病原菌也可能向下通过口咽

部进入呼吸系统，引起细菌性肺炎。

假牙戴不牢
可以考虑种植牙

假如戴了假牙后的一段时间后，会有松

动感，这是因为牙槽骨是全身钙化度最低的

骨头，牙齿缺失后，牙槽骨很容易变低甚至变

平而使假牙无法固定。牙槽骨吸收不十分严

重，那只要进行衬垫或重新制作一副新的活

动牙就行了。假如牙槽骨吸收十分严重，活

动假牙通过上述方法已无法获得好的固位

力，可以尝试考虑种植修复。

种植牙和真牙一样，分为牙根和牙冠两

大部分。牙根由高强度、高安全性的钛金属

制成，植入缺牙部位的颌骨中，经过一段时

间，种植牙牙根就会与周围的骨质牢牢“长”

在一起，形成良好、稳定的骨结合。由于自身

人工牙根的存在，种植牙的咀嚼力学原理与

真牙相似，可承受正常的咀嚼力。

当然，想要延长种植牙的使用寿命，一定

要注重日常维护，平时注意刷牙、漱口，尤其

是在食用了比较甜腻、粘牙的食物，需要及时

清洁口腔，避免口腔滋生细菌。其次是定期

检查，一般半年一次。

为满足市民年底种植牙需求，康美诺口

腔医院每周特邀种植牙

专家到永亲诊。11 月 27

日，特约专家为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何福

明。有种植相关需求的

市民可前往当面咨询。

假牙也会“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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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气温变动大，感冒、咳嗽流行，且久咳不愈

者众多。永康山川大药房常年应诊名中医董中卫副
主任医师提醒，咳嗽如果迁延不治或误治就可能变
成复杂的慢性疾病，非常影响工作和生活。这时，不
妨看看中医，在治疗咳嗽的同时，调理体质，不容易
复发。

□记者 施美园

五脏皆可致咳
标本兼治才不易复发

《黄帝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但总体来说，中

医把咳嗽大致分成两大类，即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
外感咳嗽是指当气候突然转变或人体抵抗力不足时，

风、寒、暑、湿、燥、火六种邪气从口鼻或皮毛入侵人体，肺
脏首当其冲，其宣发肃降的功能失常，肺气上逆迫于气道
就引起咳嗽。只要及时治疗得当，多能在短时间内治愈。

内伤咳嗽属于慢性咳嗽，其病理因素包括饮食、情志
及脏腑功能失调，其中尤以饮食不节导致脾胃功能失常，
痰浊内生以致咳嗽的情况最为常见。多呈慢性反复发作
过程，病程延续，在治疗上难速战速决。

董中卫表示，咳嗽的病因很多，所以讲究辨证论治的
中医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在治疗咳嗽的同时，调理体
质。比如脾胃不好，加以健脾和胃等，症状改善快，等咳
嗽好了，体质也好转，且不容易耐药，也不容易复发。

分型辩治
辨证的同时结合辨病

“咳嗽的症状千变万化，中医治疗咳嗽，会从痰的量、
色、质来确定其寒温性质，之后再依证施治。辨证的同时
结合辨病，方能快速对症快速缓解。”

董中卫每周四上午在山川大药房义丰号坐诊，结合
日常颇有成效的接诊情况，董中卫按照具体症状，将咳嗽
归结为以下8种类型进行辩治。

风寒袭肺咳嗽 咳嗽声重有力、气急欠平、咳痰稀薄
白色。常伴鼻塞、流清涕、头痛等。应对方法为疏风散
寒，宣肺止咳；

风热犯肺咳嗽 咳嗽频剧、气粗或咳声嘶哑、喉燥咽
痛、咯痰不爽、咳时汗出、痰黏稠或黄，常伴鼻流黄涕、口
渴、头痛等表证。应对方法为清热疏风，宣肺止咳；

风燥伤肺咳嗽 干咳喉痒、连声作呛、咽喉干痛、口干
鼻燥等。应对方法为疏风清肺、润燥止咳。

痰湿蕴肺咳嗽 咳嗽反复发作、咳声重浊、痰多、痰黏
腻或稠厚成块、痰色白或带灰色，因痰而嗽、痰出咳平、舌
苔白腻。应对方法为燥湿化痰、理气止咳；

痰热郁肺咳嗽 咳嗽气息粗促或喉中有痰声、痰多质
黏厚或稠黄、咯吐不爽或有热腥味，或吐血痰、咳时引痛、舌质
红、舌苔薄黄腻。应对方法为清热肃肺、豁痰止咳；

肝火犯肺咳嗽 上气咳逆阵作、咳时面赤、咽干口苦，
常感痰滞咽喉而咯之难出，量少质黏或如絮条、胸肋胀
痛。应对方法为清肺泄肝、顺气降火；

肺阴亏耗咳嗽 干咳、咳声短促或痰中带血丝，或声
音逐渐嘶哑、口干咽燥，或午后潮热、颧红、盗汗、口干。
应对方法为滋阴润肺；

肺气虚寒咳嗽 咳声低微无力、气短不足以息、咯痰
清稀且色白量多、神疲懒言、食少面色咣自、畏风、自汗，易因
外邪而咳嗽加重。应对方法为补气温肺，止咳化痰。

治养结合
预防重于治疗

应对感冒咳嗽，最重要的是预防重于治疗。
董中卫指出，人们应注意气候变化，避风寒，免着凉，

提高机体卫外功能；饮食保持均衡；冬季运动以适量和微
出汗为宜。一旦患染感冒，应及时治疗。需要强调的是，
中医防治咳嗽虽有多种方法，但是病者除非很清楚自己
的症候，否则最好不要自行服药，以免弄巧成拙。

另外，应对咳嗽还应注意治养结合。在咳嗽期间应
该忌食海鲜、戒烟酒；饮食宜清淡，远离油腻，也应避免过
咸、过甜及辛辣刺激类食物，以免助湿生痰或加重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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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开始进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节气。我
国古代将小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
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可以理解为自然
界的阳气上升，地中的阴气下降，导致天地不通、阴
阳不交，所以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冬。
此时气温容易频繁骤降，如果防寒保暖不够，人体就
会感受寒邪而发病，故小雪养生要注意避寒就温，饮
食上讲究温补。

小雪温肾阳 来年阳气长
今年的小雪是 11 月 22 日。小雪过后，预示着冬

季降雪将由此拉开序幕，所以，我们，尤其是老年人
和孩子应做些深冬养生的准备。饮食以清淡为主，进补
以温热为主，如羊肉、狗肉、火锅等可以增加身体热量。

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易发冷的人，可在医生
指导下服用一些有补益作用的中药或中成药，比如人
参、鹿茸等，或者适当喝一点白酒、黄酒，以促进体内血
液的循环。还可多吃一点儿降血脂的食品，如玉米、荞
麦、胡萝卜等。

此外，小雪时节还应多吃梨子、萝卜、荸荠、藕、
甘蔗，这些食物能滋补津液，润肠除燥，尤其是萝
卜。冬季，人们往往吃肉较多，吃肉则易生痰，易上
火。在吃肉时搭配一点萝卜，或者做一些以萝卜为
配菜的菜，不但不会上火，还会起到很好的营养滋补
作用。

雪天寒冷 自身保暖须重视
小雪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之后会出现降

温天气，所以要做好御寒保暖，尤其关注头、腹背和
手足。

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阳气最足。老年人、
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的人要做好头部防寒。

腹背前胸后背之间有肺、心脏、脾胃等重要脏
器，万一受寒，心脏病、咳嗽哮喘、胃痛腹泻就会让你

“难过一冬”。女性朋友的腹部经常受寒，还可能引
起诸如月经失调、痛经、甚至不孕等妇科疾病，所以
保持腰背部温暖，可减少寒邪伤害，更能防感冒、固
肾强腰。

手足离心脏较远，末梢循环较差，脂肪少保温
性也差，故易受寒。建议大家每晚睡前半小时热水
泡脚，水温 40℃左右，泡 20 分钟左右。提醒老人、
孕妇等特殊人群不要泡过长时间，脚部有伤口也不
适合泡脚，以免引起感染，患糖尿病之人泡脚水温
不宜过高。

小雪时节 还需注意精神调养
现在，不少人会发现，身边感冒的人群增多，肺

炎等呼吸疾病开始肆虐了起来。小雪时节，空气的湿
润对于呼吸系统的疾病会有所改善，但雪后会出现降
温天气，所以要做好御寒保暖，防止感冒的发生。

另外，小雪节气中，天气时常是阴冷晦暗，此时
人们的心情也会受其影响，特别容易引发抑郁症。
抑郁症的发生多由内因即七情过激所致，七情包括
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变化。为避免
冬季给抑郁症朋友带来的不利因素，所以在此节气
中要注意精神的调养。清代医学家吴尚说过：“七情
之病，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

应对咳嗽应对咳嗽
中医不是慢郎中中医不是慢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