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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判定老年口腔
健康的一大“金标准”，就是80岁时还能拥
有20颗健康能行使功能的牙齿。然而，牙
齿松动和牙齿缺失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口腔
问题之一。束为表示，临床中常见老年人
口内多颗牙齿松动甚至已经缺失，患者及
家属常常对这种现状描述为“年龄大了，难
免会牙松动”，似乎“老掉牙”同长皱纹一
样，是衰老的正常表现。“随着年龄的增
长，牙周组织自我修复能力变弱，会发生萎
缩，但这只是‘老掉牙’的病因之一。而牙
齿菌斑和牙石堆积引起的牙周组织炎性改
变，才是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束为强
调，及时修复缺牙非常重要。很多老年人
觉得，掉几颗牙不疼、不影响吃饭不用管，
但是掉牙不补可能导致周围健康的牙松动
脱落，甚至牙槽骨萎缩。时间长了，不仅会
导致咀嚼功能下降，还会增加胃肠的负担，
引起消化道疾病。“目前主要的修复方式有
活动牙、固定桥、种植牙三种，患者可以在
医生的建议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除了重视牙齿等硬组织外，软组织也
不能忽视。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是口
腔黏膜病的高发人群。口腔黏膜逐渐发生
退行性改变，常常导致口腔黏膜频繁发生
萎缩、溃疡、糜烂、皲裂，甚至出现斑纹、结
节、肿块等的情况。“就诊最多的是溃疡类
疾病，其中以反复发作的阿弗他溃疡最为
常见，不良修复体或者残根残冠造成的创
伤性溃疡也比较多。”束为提醒，当出现了

经久不愈的口腔溃疡、黏膜突然变厚增
生或口腔内突然出现肿物，必须引起

重视，要及时就医。他强调，预防
黏膜病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管

住嘴”。过烫过硬的食物和
过于辛辣的食物会对黏膜
造成不良刺激，槟榔和烟
酒更是口腔癌的重要
病 因 之 一 。 束 为 建
议，到了一定年龄后，
吃东西要相对温和，
戒烟戒酒，保证口腔
黏膜的健康。

牵一“齿”
而动全身！

牙科医生助你应对
不同年龄段的牙齿疾病

江苏省中医院口腔科主任束为主任医
师（右）做客现代快报大健康视频访谈

当宝宝呱呱坠地后，一切的核心活动
都离不开“吃”。很多家长会问，宝宝没长
牙是不是不用刷牙？“其实宝宝出生后就
应该进行口腔护理，每日哺乳后，家长应
该采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棉球蘸水擦拭宝宝
的牙床和口腔黏膜。”束为介绍，萌牙期的
宝宝易患奶龋，上前牙表面易出现由黄变
黑的缺损或斑块。因此，一般来说，在6个
月左右，小朋友第一颗乳牙长出后就应该
开始刷牙。他建议，父母可以协助用指套
牙刷或者在食指上缠绕干净的纱布，蘸以
温水，擦拭孩子的牙龈和乳牙，帮助孩子适
应口腔清洁的感觉。“不同月龄的宝宝刷牙
方式有所不同。1—2岁的宝宝，差不多长
出20颗左右的乳牙。这个阶段就可以使用
软毛的婴儿牙刷轻轻地帮助宝宝清洁牙面
和牙龈，每个牙面以涂圈的方法刷5到10
圈。2—3岁的宝宝可以选择刷毛稍硬一点
的牙刷，每天固定时间刷。建议在进食后半
小时再给宝宝刷牙，因为此时口腔内的酸性
环境较低，不容易机械性损伤牙面。”束为补
充道：“不过因为孩子小，无法‘有效刷牙’，
所以需要家长的帮助。这个时候，爸妈不但
要协助宝宝早晚刷牙，还要监督宝宝饭后漱
口、定期看牙医等。”

很多家长认为，乳牙最终还是会被恒
牙代替，所以对乳牙的保护不以为然。束
为提醒，乳牙出现蛀牙的时候，同样会感
觉到疼痛，若是任由乳牙龋坏发展，最后
会损害牙根，影响恒牙的发育和萌出，因
此，乳牙期的宝宝也要重视刷牙。“家长一
定要把握住萌牙期、乳牙期、换牙期三个
黄金期，让宝宝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束为
表示，乳牙从6岁后开始替换，到12岁左
右结束，这段时间称为“换牙期”。到了换
牙期，乳牙期的小刷头牙刷已经不合适，
宝宝需要稍微大一点刷头的牙刷。“同时，
预防龋齿还要注意少给孩子吃甜食。甜食
里的糖会产生酸，如果不及时将糖类食物
清除掉，糖会转化为酸性物质，从而导致
牙齿表面腐蚀牙釉质，这是导致龋齿的主
要原因。”

地包天、龅牙、牙齿歪斜、牙列拥挤
……随着换牙，家长发现孩子的牙齿也越
来越不整齐。“牙齿不齐严重影响孩子的
颜面发育”，谈到牙齿不齐带来的影响，束
为表示，首先，由于牙齿不齐，导致孩子下
巴后缩、前牙深覆盖、脸部歪斜……对颜
值的“杀伤力”十足。其次，牙齿排列不齐
还影响牙齿清洁，形成牙结石导致牙龈萎

缩、牙槽骨吸收，还会导致咬合错乱、
牙齿易出现裂纹，久而久之引发牙
咬合创伤、牙髓炎等。除此之外，
还会影响口腔正常功能，甚至还
会因咀嚼功能降低引起消化不
良和胃肠疾病，造成全身危害。

其实，孩子牙齿长得不齐
跟很多原因有关，除了遗传因
素外，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
食 习 惯 都 会 导 致 牙 齿 不
齐。“比如吃手、咬嘴唇、口
呼吸等，也会让牙齿错位萌
出，导致牙齿排列拥挤不

齐、上颌前突、下颌前突或双颌

前突等问题。还有的孩子在日常饮食中，
吃得过于精细，经常食用太过细软的食
物，牙槽骨长期因缺乏足够的咀嚼力刺激
而发育不足，这样也会导致萌出后的牙齿
不整齐。”束为建议，孩子的不良习惯，家
长应尽早纠正。

如今，不少家长还存有“12岁以后才
能矫正”的观念，束为解释，理论上说牙齿
矫正没有年龄限制，任何年龄都可以做口
腔正畸治疗。但如果孩子是骨性牙列不
齐换完牙后才接受矫正，由于生长发育趋
于停止，这时候需要加些外科手术，矫正
的难度、时间，均会有所增加。“3—12岁
的孩子处于颌面发育的快速期，这时口腔
组织可塑性好，可以利用孩子牙齿的自然
生长趋势，通过引导颌面部骨骼的生长进
行牙齿矫正，还可以帮助调整孩子不协调
的面型，让孩子的颜面发育得更漂亮。”束
为表示，对孩子来说，一般11—12岁是做
牙齿正畸的“黄金时间”，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如果存在牙齿拥挤、深覆合、反颌等情
况，还是越早治疗越好。

中年危机，除了“秃”如其来的忧伤，
还有嘴巴里“难以启齿”的不安。“其实，大
多数中年人都逃不过牙周炎这一牙齿危
机。”束为告诉现代快报记者，牙周病在16
岁以后多见，最初表现为牙龈炎、牙龈红
肿出血，如果牙龈炎未能及时治疗，炎症
就可能由牙龈向深层扩散到牙周膜、牙槽
骨而发展为牙周病。“大部分牙周病患者
之前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当觉得不舒服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牙周病往往已经到了
比较严重的程度。牙槽组织一旦被破坏，
恢复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为了避
免牙周病带来更复杂的问题，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正常牙龈不会出血，许多人认为牙龈
出血就是上火了。实际上牙龈出血是牙
周病最早期的症状之一。这个时期定期
检查、洗牙，会大大降低牙周病的发病
率。”束为表示，除了牙龈出血外，有些患
者其他症状不明显，但深受口气问题的困
扰。引起口臭的原因很多，牙周病是最重
要的一个。如果这个时候引起重视，联系
牙医做专业的检查和治疗计划，那么也能
把牙周病的发展进程“扼杀”在这个阶
段。“如果不加以治疗控制，牙周病到了中
晚期，牙周组织破坏造成牙齿的支持力不
足，会出现牙齿松动、位置改变或吃东西
无力，甚至会松动脱落。这个时候治疗起
来就会非常复杂。”

如何应对牙周病？
束为介绍，首先，定期洗
牙 和 定 期 检 查 必 不 可
少。每年至少一次专业
的超声波洁牙，去除牙齿

表面附着的牙结石、牙菌斑，能够预防牙
周炎的发生。尽量每半年到一年前往专
业的牙科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已有
牙周炎的患者，要早处理早控制炎症和预
防进一步发展。他强调，“有效刷牙”更是
重中之重，日常刷牙要做到“333”，即每天
早、中、晚刷牙三次，刷牙后不吃东西；每
次刷牙保持三分钟；牙齿要刷三侧面，包
括外面（颊侧）、咬合面、里面（舌侧）。“刷
牙动作不要用力过猛，但要反复多次。除
了刷牙方法外，冲牙器、牙线等口腔护理
用品，对口腔健康也会起到很好的帮助。”
束为提醒。

宝宝口腔护理
出生后就要开始

青少年
牙齿不齐，不只是拉低“颜值”

成年人
“难以启齿”的中年危机，本可以避免

老年人
人老牙不老
拒做“老掉牙”

俗话说“牙好，身
体就好”，口腔是食物进入人

体的门户，多项研究发现，口腔
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在全生
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有哪些口腔疾病
需要重点关注？日常又应该如何正确
保护牙齿？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
中医院口腔科主任束为主任医师来跟
大家聊一聊不同年龄段常见的口腔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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