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红 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主任，
主任医师。 从医近 30 年， 具有丰富的
临床和教学经验。 擅长复杂牙种植及
重度牙周炎系统治疗。

坐诊时间： 周一至周五
何杨 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副主

任医师， 湖南省口腔医学会正畸学会
委员。 从医近 30 年， 具有丰富的临床
和教学经验。 擅长儿童、 青少年、 成
人牙颌畸形的功能矫正。

坐诊时间： 周一至周五
医院地址： 长沙市劳动西路 1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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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简 介

�������7 月 5 日一上班， 长沙市第
三医院口腔正畸科何杨副主任医
师就接待了一大家子， 3大 3小共
6人， 从宁乡一大早赶过来， 其中
两个女孩需要看牙齿。 两人是表
姐妹， 都是 13 岁， 检查发现两人
都存在牙列不齐、 乳牙滞留、 牙
垢较多、 牙龈出血等问题， 且还
伴有龋齿。 详细了解后发现， 两
人都习惯单侧咀嚼， 常感觉牙痛；
平时都不喜欢吃有嚼劲需要啃的
东西， 特别喜欢吃零食， 不注意
口腔卫生， 刷牙也常常马虎了事。
根据两位孩子的口腔状况， 何医
生为她们制定了周密的矫正计划，
相信会如她们所愿， 拥有一口整
洁美观的牙齿。

暑假来临， 来医院做 “箍牙”
的孩子渐渐增多。 在大多数家长看
来， 孩子矫正牙齿最合适的时机是
在 12 岁， 亦即换完牙以后。 长沙
市第三医院口腔科主任、 主任医师
徐红表示， 并非所有的牙齿畸形都
得等到 12 岁再做矫治。 当儿童出
现颌骨发育畸形或者影响牙齿健康
时， 越早矫正效果越好。

牙齿畸形影响孩子身心发育
错颌畸形表现多样， 比如牙

列拥挤、 反颌 （俗称 “地包天”）、
深覆盖 （俗称 “龅牙”） 等。 徐红
主任表示 ， 错颌畸形危害很大 ，

首先会影响口腔健康， 诱发虫牙、
牙垢 、 牙龈炎 、 牙周炎的发生 。
其次， 错颌畸形会导致颌面软硬
组织发育不全， 最终造成面部发
育不对称， 影响面部的美观， 给
孩子带来身心困扰。 错颌畸形还
会对咀嚼功能造成不良影响， 不
利于营养的吸收。

牙齿矫正要趁早, “就像小树
苗一样， 小的时候长歪了， 及时
扶正了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如果
小时候不干预， 长成了歪脖树再
去纠正， 代价和效果可想而知。”
徐红主任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
解释儿童牙齿矫正的意义。

儿童牙齿矫正的
三个“黄金时期”

徐红主任介绍， 儿童牙齿矫
正有三个 “黄金时期”：

一、 乳牙期阶段 （3-5 岁 ）
该期主要适用于乳牙反颌， 早期
矫治有利于上颌骨发育， 预防恒
牙反颌。 如果孩子有伸舌、 咬唇
等不良习惯， 在这个阶段即时纠
正可预防错颌畸形的发生。

二、 替牙期阶段 （女孩： 6-
12 岁， 男孩： 6-14 岁） 对于功
能性或骨性错牙合畸形， 在这个阶
段治疗可以充分利用颌骨的生长
潜能， 通过促进或抑制颌骨的生
长而达到治疗目的， 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 对改善孩子的面型和
功能更有利。

三、 恒牙期阶段 （女孩： 11-
14 岁， 男孩： 13-16 岁） 此时，
孩子的牙齿已替换完， 骨骼基本
定型， 一般常见的错颌畸形在这
个阶段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暑假是矫正牙齿的最好时机
很多人通过牙齿矫正获得了

自信， 但矫正过程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

徐红主任介绍， 常规的牙齿
矫正通常分为四步： 一是牙齿卫
生情况的准备。 不少孩子牙齿卫
生情况较差， 需要在矫正前完成
牙齿清洁工作， 即洗牙。 二是牙
龈炎、 龋齿等疾病的处理， 时间
约为 1-2 个星期。 三是牙齿矫正
方案的确定。 制定方案中， 有些
患者需要通过拔牙来减少牙齿的
数量， 适应较小的颌骨， 大概要
1-2 个星期。 四是牙齿矫正器的
制作与适应， 时间约为 1 个星期。
一般来说， 常规的牙齿矫正初期
准备和矫正器佩戴需要 2-4 个星
期， 佩戴矫正器后适应期约 1 个
星期， 之后每 1-2 个月复诊一次。
现在的孩子学业重， 时间紧， 暑
假时间充裕， 因此是给孩子做牙
齿矫正的最好时机。

通讯员 唐梦辉 王泽芳 余海燕

������大多数老年人的口腔功能都
有不同程度的丧失 。 牙齿松动 、
缺失是常有的现象， 要使口腔内
的余牙保持健康， 一是由专业人
员帮助洁齿和治齿； 二是及时修
复缺失牙。 同时， 平时的日常生
活要注意提高自我口腔保健能力。

漱口 每次进食后漱口可以去
除食物残屑和部分软垢， 暂时减
少口腔内微生物的数量。

刷牙 老年人最好选用刷头较
小、 刷毛软而有弹性、 刷柄较扁
而宽的老年人保健牙刷， 刷牙时
选用含氟牙膏， 采用上牙向下刷、
下牙顺着间隙向上刷的方法进行。

剔牙和洁牙 遇到牙缝较大、
牙齿较稀疏的情况， 要选择牙间
隙刷及牙线进行邻面与根面的洁

牙， 或者选择扁平楔
状的木质牙签 ， 在每
个牙缝中间缓慢滑动，
不要用力过大。

常做牙齿保健操
一种是叩齿法 ， 每日
早晚都以上牙对下牙
空口咬撞 20 次， 有促
进牙槽骨及牙骨质新
生的良好效果 。 其次
是牙龈按摩法 ， 以手
指伸入口中在牙龈上
揉按数十次 ， 每次由
后向前， 由轻到重， 长期坚持对
促进牙龈血液循环， 防治牙周疾
病， 大有好处。

纠正不良卫生习惯和生活方
式 如戒烟戒酒、 不用牙齿咬硬物

等。 由于淀粉及脂肪像糖果一样
对牙齿有损 ， 建议少吃糖 、 蜜 、
油制成的糕点为佳。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口腔治疗中心 刘遵望

�������40 岁的老达喜欢吃冰西瓜， 近
几天天气变热， 他几乎每天都要吃半
个。 然而连吃几日后， 牙齿却吃不消
了， 往往刚一咬冰西瓜， 一阵钻心的
疼痛便袭来。 他到南京市第二医院口
腔科就诊， 该科蔡琴主任医师经过检
查， 发现老达全口牙结石沉积较多，
牙龈萎缩严重， 伴有不同程度的牙齿
松动， 冷刺激疼痛明显， 已进展为牙
周炎， 且牙龈萎缩， 牙根暴露， 细菌
逆行性地感染牙髓， 导致牙齿冷刺激
痛、 自发痛等症状。

牙周炎的主要表现是牙龈炎症、
出血、 牙齿松动、 咀嚼无力， 严重
者牙齿可自行脱落。 牙周炎晚期可
有疼痛、 溢脓、 口臭等症状。 引起
牙周炎的因素主要有： 口腔卫生状
况不良， 没有早晚刷牙。 营养不均
衡 ， 维生素缺乏 。 服用某些药物 。
此外， 全身系统疾病也会促进牙周
炎的形成 。 包括创伤性咬合、 食物
嵌塞、 不良修复体、 口呼吸等局部
刺激因素。

蔡琴主任医师提醒， 生活中应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防治牙周炎。 每天早
晚使用科学的方法刷牙， 保持口腔清
洁。 定期洁牙去除牙结石， 磨改不良
修复体及矫治食物嵌塞。 均衡饮食，
增强抵抗力。 补充含有丰富维生素 C
的食品， 有利于牙周炎的康复。

李杨

������口腔科医生近年注意到， 一
些 50 岁左右的女病人频频来求
医， 她们自诉舌头或口腔其他部
位出现灼痛、 麻木、 味觉减退等
感觉异常， 但是医生检查时又没
发现什么问题， 或仅仅有轻度的
舌乳头炎。 这其实都是一种叫灼
口综合征的病的表现。

灼口综合征在临床上并不少
见， 据临床统计资料， 该症患者约
占口腔科就诊病人的 5．1％， 更年

期女性中更为多见。 很多病人以为
灼口综合征是单纯的口腔疾患， 其
实其病因分为局部刺激、 全身疾病
及精神心理因素三个方面。 口腔的
局部因素包括烂牙的残根、 残冠及
补牙充填物或假牙的机械性刺激，
还有牙结石、 过度饮酒、 吸烟等口
腔的刺激。 全身因素包括妇女更年
期内分泌失调、 干燥综合征、 高血
压、 糖尿病、 营养不良、 贫血、 维
生素缺乏以及长期服用各种药物

等 。 同时 ， 一项国外研究发现 ，
72％的灼口综合征病人在发病前半
年内遇到过不顺心的生活事件， 并
伴有明显的焦虑和抑郁。

因此， 提醒大家如果有舌痛
等口腔不适症状 ， 要进行妇科 、
内分泌 、 心血管等方面的检查 ，
看是否患有全身性疾病 。 其次 ，
要找口腔科医生检查是否有口腔
局部刺激因素。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洪军

�������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目前开设
口腔预防科、牙体牙髓科，牙周科、儿童
口腔科、口腔粘膜科、口腔颌面外科、口
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口腔种植科、口
腔颌面影像中心。现有医生 13 名，其中
主任医师 1 人，副主任医师 3 人；护士
6 人，其中副主任护师 1 人，主管护师 1
名。

科室拥有国内外一流的口腔先进
检查及治疗设备，医护团队竭诚为患者
服务。 为帮助更多的孩子，今年暑假科
室特推出优惠活动，正畸优惠 1980 元，
免费拍全景片及头颅侧位片，免费窝沟
封闭，免费涂氟，可预约周末门诊。

咨询电话：0731-85171576
�����������������������������������85171425

趁暑假 带着孩子去箍牙

几顿冰西瓜
引发牙痛

更年期 口腔也会经常不爽

老人应注重提高自我口腔保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