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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娟 受访者供图

聂蓉蓉给患者分析病情 受访者供图

在体检中，许多人会查出颈动
脉斑块，不少人觉得，这是一种“不
痛不痒”的疾病，无须关心，真的是
这样吗？“要分类而定。”张娟介绍，
颈动脉斑块的出现，是提示血管有
堵塞或者退化的可能性，如果斑块
不大，通常不需要特别处理。但如
果颈动脉斑块合并血脂高等情
况，就必须进行治疗，因为斑块可
能继续增大，导致颈动脉重度狭窄
或完全闭塞，大脑得不到足够的血

液供给，卒中的风险急剧增加。
颈动脉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张

娟介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
些慢性病，以及吸烟、酗酒、运动少
等不良习惯，都是危险因素。除此
之外，随着年龄增长，即便没有上述
危险因素，也可能出现颈动脉斑
块。“在70岁老人群体中，颈动脉斑
块很常见，如果病情不严重，没有堵
塞血管，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半年到
一年复查一次颈动脉彩超即可。”

关注颈动脉健康，外部同样不
可忽视。张娟介绍，在人体颈部两
边各有一个压力感受器——颈动脉
窦，黄豆粒大小，这个感受器和血压
调节有关。有的人喜欢按摩颈部，
甚至用筋膜枪敲打，这是比较危险
的，可能导致不稳定的颈动脉斑块
脱落，极易导致颈动脉栓塞，引发中
风。而且，反复刺激颈动脉窦，可能
会导致血压降低，心跳变慢，甚至引
发晕厥。日常需要格外注意。

降温是个“坎儿”，警惕心血管疾病钻空子
立冬节气即将来临，多地降温明显。此时，血管收缩，

会导致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对于有心血管基础病的
人群来说，疾病复发风险增高。一次呼吸道感染，很可能
引发心衰；打鼾总是憋醒的人群，心血管也需要呵护；颈动
脉斑块会不会导致脑卒中，还得看情况……面对降温这个
“坎儿”该如何应对？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市第一医
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梅书华

老年人的牙齿如何保护？这些误区你“踩”了没有
“牙痛嘛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不用看医生。”“人老了牙肯

定是要松的啊，不用管，吃软点就是了。”“缺一两颗牙，不影响
吃东西，不镶也没事儿。”上面这些“台词”是不是听起来很耳
熟，你家有同款老人吗？可见不少老年人对口腔保健仍存在着
许多误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
老年口腔诊疗中心副主任、口腔修复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医
师聂蓉蓉和大家来聊聊老年人护牙的常见误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近日，75岁的刘老伯在一次晨
练结束后，感觉有些不舒服，但也没
当回事，结果出现急性心衰，这是怎
么回事？张娟介绍，刘老伯呼吸道
感染，导致肺部炎症，炎症加重了心
脏负担，导致心衰。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在整个
血液循环中起到核心作用。据统

计，我国每年有大约300万新发心
衰病例。然而心衰并不是突然发
生的，它是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
也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等各
种心血管疾病的“最终战场”。

张娟表示，有心血管疾病的患
者，一定要维护好基础病，尤其要
严格控制血压。一旦确诊心衰，就

需要终身服药，不可随意停药，任
何不遵医嘱服药的行为都可能导
致疾病控制不佳、心衰反复发作。
她提醒，天气转冷，有的老人不愿
意出门开药，觉得停几天没有问
题，还有的患者出现胸闷气喘或者
原有疾病加重的情况也不重视，这
些都是不可取的。

心脏和血管，支撑着人体的正
常运转，但实际上，它们也很脆弱，一
些小动作可能就会让其“崩溃”。打
鼾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有的
人甚至会在打鼾时被憋醒。张娟表
示，这一动作表明患者很可能是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机体缺氧，不仅会
引起心律失常、心血管损伤造成血管
硬化，还会增加脑卒中的风险。她建
议，这类患者可以到专业机构检查，

如果确诊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可以
在睡觉时使用呼吸机，避免长期对血
管和心脏带来伤害。

老年人的血管更加脆弱。张
娟表示，对于老年人而言，从躺着
到坐起来，再从坐起来到站起来。
这些动作都要慢一些，过于猛烈的
动作可能会导致血压大幅度变化，
甚至脑供血不足引发脑梗。“用力
排便这个小动作也很危险。”张娟

表示，她在门诊上，遇见过便秘老
人排便时突发心梗。

此外，口腔疾病对心血管疾病
也有影响。如果不注意牙齿保健
和口腔卫生，口腔中的细菌会进入
血液循环系统，引起炎症反应，从
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
是做过心脏瓣膜手术的患者，口腔
细菌会逆流到心脏上面，导致心脏
瓣膜感染。

小感冒引发心衰，老人感染更隐蔽

这些“小动作”，可能会伤害血管

颈动脉斑块，合并这一点要注意

误区一：
牙疼不是病，吃点消

炎药、止疼药就好了

牙疼这种病，在老年人中很常见，
却总是不被重视。大概是因为痛痛停
停，吃点药似乎缓解了，过段时间又痛
了，反反复复。因此，很多老年人觉得
吃点药挨一挨就好了。聂蓉蓉表示，
疼痛其实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警报，
牙疼常预示着更深层次的口腔健康问
题，如龋齿、牙髓炎或根尖炎等。“还有

一些难以发现、极具隐蔽性的口腔疾
病，通常也是由牙疼反映出来的，比如
好发于老年人的根面龋。”聂蓉蓉介
绍，老年人由于牙龈萎缩、牙颈部及根
面暴露，容易食物嵌塞，由于局部不
易清洁干净，从而导致根面龋的发
生。龋损早期遇冷热刺激有疼痛反
应，随着病情的进展，龋洞逐渐加深，
波及牙神经时，就会出现自发疼，甚
至是放射疼、夜间疼等情况。当牙髓
坏死后，细菌顺着根管到达根尖时，
可能导致急性或慢性根尖周炎，出现
咀嚼不舒服甚至牙龈起脓包等症

状。此外，在牙颈部的深大龋洞，还
会使牙齿抗折力下降，导致牙齿折
断。“而面对这一类牙疼，消炎止痛的
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
本。如果靠忍，没有及时规范治疗，
牙体组织的感染会继续深入，使后续
治疗的难度、花费都大大增加，最终
还可能拖延到医生也‘回天乏术’的
地步，只能拔除患牙。”聂蓉蓉说。

误区二：
年龄大了就会“老掉牙”

俗话说“老掉牙”，很多人也觉
得老了肯定会掉牙齿。聂蓉蓉告诉
记者，年龄不是导致牙齿脱落的直
接原因，大多数的“老掉牙”其实是
由未及时治疗的牙体和牙周病引起
的。她表示，牙周病是一种慢性进
行性、破坏性的疾病，主要表现为
牙槽骨的吸收和牙齿的松动，早期
症状不明显，因此容易被忽视而耽
误治疗。当牙根周围的牙槽骨减少
到一定程度时，牙齿就会出现松
动，最后发展为牙齿脱落。造成牙
周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正确的刷
牙方法未及时清除菌斑、堆积的牙
石和食物嵌塞。内分泌疾病如糖尿
病及吸烟会促进牙周病的进展。

“如果有牙龈出血、口臭、牙周溢脓
的情况，就要警惕是牙周病。尽早
到医院积极处理牙周病的影响因
素，预防和控制牙周病的发生发展，
那么，高寿的老人仍可保留一口健
康的牙齿。”聂蓉蓉强调。

误区三：
掉一两颗牙，不疼不影

响吃饭，不必急着补

不少老年人觉得，年纪大了缺
几颗牙是正常的事。缺了牙，如果
不疼不影响吃饭，他们怕麻烦、觉得

花钱多，不想镶假牙或种牙，就让牙
齿一直空缺。聂蓉蓉指出，缺牙不
补其实会产生很多问题。一方面降
低咀嚼效率，会影响消化和营养吸
收；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牙齿
的排列会因为缺牙而发生改变，原
本缺牙的空位逐渐变小，上下的咬
合关系也会改变，若此时才进行镶
牙难度会增加，治疗效果也会受影
响。其次，由于牙齿长期“将就”使
用，可能会形成偏侧咀嚼，两侧的颞
颌关节负担增加，可导致颞颌关节
紊乱出现关节弹响、张口受限等症
状。“所以，出现了缺牙的情况一定
要及时修补，一般来说掉牙后半年
内是修复的黄金期。”聂蓉蓉提醒。

误区四：
牙齿不怕磨，啃点硬东

西没关系

咬锅巴、嚼脆骨、起瓶盖……很
多老年人觉得“牙口倍儿好”，就爱
吃点坚硬的食物“锻炼”牙齿。聂蓉
蓉提醒，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虽然
坚硬，但如果长期吃过硬的食物，容
易造成牙齿的过度损耗。“当牙齿表
面釉质磨耗后牙本质暴露，进食酸
性食物或温度较低的食物时，会出
现酸软的牙本质过敏症，俗称‘倒
牙’。如果大多数牙齿磨损严重，整
个咬合高度会变低、脸型变短、显
老，还会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因
此应尽量避免长期使用牙齿咬过硬
的食物。”聂蓉蓉补充道。

误区五：
假牙不用单独清洁，正

常刷牙就行

“如果清洁不到位，就容易导致
义齿性口炎、牙周病，甚至其他‘真
牙’龋坏，影响整个口腔健康。”无论

种植牙、固定假牙或活动假牙，都和
天然牙一样每天需要清洁维护。聂
蓉蓉提醒，活动假牙尽量三餐后都
拿下清洁干净并漱口。睡前应摘下
活动假牙用软毛刷清洗干净，浸泡
在冷水中，定期可用义齿清洁剂浸
泡。种植牙和固定假牙不须摘戴，
周围可能和天然牙一样会存留食物
残渣及细菌，要更加认真仔细地进
行口腔保健维护，定期到医院复查。

误区六：
牙龈缝隙大、易塞牙，赶

紧去补起来

牙缝太大，吃东西老塞牙？不
少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因此前
往诊所或者医院想要“补洞”。聂
蓉蓉表示，老年人牙龈萎缩导致的
牙缝是不能进行修补的，“因为并
没出现牙体组织实质性的缺损，这
种缝隙是由于软组织让出来的空
间而导致的牙缝。老年人正常的
增龄性变化会导致牙龈萎缩、牙缝
变大，所以口腔日常保健除了刷牙
还需配合使用牙间隙刷或冲牙
器。某些不良诊所用补牙材料堵
住这些牙缝会导致牙周无法清洁，
长此以往造成牙龈出血、炎症会导
致牙龈萎缩更严重。同时会伴随
牙槽骨的吸收，最终导致牙齿出现
松动，移位甚至脱落的严重后果。”

谈了这几点常见的误区，聂蓉
蓉表示，老年人的口腔保健归根结
底要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良好
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天刷牙三次，
每次刷牙不少于 3分钟，并配合牙
线和牙缝刷辅助清洁；二是坚持科
学合理的膳食，限糖减酸、多吃蔬
菜、水果，少吃过冷、过热和过于坚
硬的食物；三是坚持定期到正规医
疗机构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口腔疾
病早发现，早治疗，早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