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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朱女士的经历不是个例。“掉牙”已
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90后面临未老牙
先衰的局面，其中大部分都是因蛀牙或
有牙周病不注意，治牙为时已晚只有拔
牙、种牙。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副

主任医师徐勇刚称，一个 30 多岁的小
伙子，因“牙齿松动”来就诊。但等待
他的，却是晚期牙周炎患者的最终归
宿——全口牙松动、拔除。

换句话说，他看起来一颗牙也不
缺，但其实一颗牙也没有了——这就是

晚期牙周炎患者面对的“无牙窘境”。
然而，对于不少口腔大夫来说，这

样“全口牙齿拔除”的病例并不少见。许
多原因都可能导致牙齿脱落，但牙周病
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造成成年人牙齿
脱落的主要原因。

从 22岁起，朱女士就发现自己的
牙齿逐渐松动，甚至脱落，到医院做了
全身检查，也没有明显疾病。直到近日
严重影响生活，她才在家人的陪同下，
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口腔二病区就诊。

接诊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口腔二病
区主任张特检查发现，让朱女士缺牙的
罪魁祸首是——侵袭性牙周炎。

牙周炎分慢性与侵袭性两种。侵袭
性牙周炎也曾被称为青少年牙周炎、快

速进展性牙周炎。侵袭性牙周炎早期症
状轻微，一开始可能只是口臭、牙痛、牙
痒、牙龈出血等，容易被忽视或被认为
因压力过大导致，简单吃些消炎药对付
过去。

1 32岁牙齿几乎掉光，原来是它惹的祸

2“掉牙”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近日，“32 岁女子牙

齿几乎掉光”的新闻引

发关注。湖南岳阳 32 岁

的朱女士全口却只剩下

了 4 颗牙，不仅没法正

常吃饭，颜值也受到了

很大影响。

32岁只剩4颗牙，原来是它惹的祸
医生：从健康牙齿到牙齿掉光仅5步

近日，武汉 90 岁的王老太突然双
眼发痒，并伴有流泪和异物感。到医
院就诊，被确诊蠕形螨睑缘炎、干眼
症、睑板腺功能障碍。检查还发现，王
老太的 3根睫毛上竟然“住着”着十几
只螨虫。

接诊医生解释，蠕形螨睑缘炎是由
蠕形螨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
要影响睑缘皮肤、睫毛毛囊、皮脂腺、睑

板腺及其开口，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干
眼症患者中，螨虫的检出率约为 80%。
螨虫会导致睑板腺堵塞，引发眼表炎
症，进而诱发干眼症。

医生表示，老年人眼睑抵抗力差，
容易导致螨虫过度繁殖，此外，老年人
床上用品清洁度不足也是感染螨虫的
重要因素。这 3类人群，眼睛容易感染
螨虫：

生活环境脏乱的人群 长期不更
换枕巾、枕套、被套，易感染螨虫。

养宠物的人群 宠物毛发中螨虫
较多，接触宠物后揉眼睛可能导致螨虫
转移。

老年人群 免疫力较低，螨虫在眼
中生长繁殖较快，所以老年群体中蠕形
螨感染率特别高。

据武汉晚报

痒了两个月，睫毛上竟“住着”螨虫

牙周炎从初期的牙龈出血到晚期
的牙齿松动脱落，可能要十几年甚至几
十年，因此很多人不重视，到老了掉牙
了才后悔莫及。

从健康牙齿到掉牙，可以总结为
5步：

第一步：长牙菌斑、牙结石

牙周炎，就是一种由牙菌斑和牙石
引起的牙周组织的炎症。身为“罪魁祸
首”的牙菌斑，是一种由口腔内的细菌
和食物残渣形成的薄膜，附着在牙齿表
面。如果不及时清除，牙菌斑就会逐渐
矿化，形成牙结石，进一步刺激牙龈和
牙周组织，引发牙周炎。

每个人都有牙菌斑，区别只在数
量，这也是牙周炎发病的关键。通过每

天正确、高效地刷牙，可以让牙菌斑维
持在不致病的水平。

第二步：早期牙周炎

早期牙周炎牙龈红肿，会有出血
现象发生，尤其是吃硬物，如苹果、
烙饼时，食物上会有血迹。刷牙时，
泡沫中会有浅色血迹。

但病变部位相对较浅，深部的牙周
膜、牙槽骨和牙骨质没有受到严重损
害。牙齿没有出现松动的现象，这是治
疗的最佳时期。

第三步：轻度牙周炎

如延误治疗，早期牙周炎将继续往
深处发展。炎症会进一步加重，发展到
牙周膜，并破坏牙周膜，同时牙槽骨吸

收形成牙周袋。
轻度牙周炎会有牙龈红肿、出血，

口臭。

第四步：中度牙周炎

一旦牙周袋形成牙菌斑，牙结石会
长在牙周袋内，细菌的代谢产物和毒素
会进一步加快。牙槽骨的吸收进一步引
起牙周组织的破坏。

中度牙周炎会咀嚼无力、口臭、牙
龈退缩、有牙缝。

第五步：重度牙周炎

重度牙周炎会牙齿松动、移位，疼
痛，溢脓，牙齿脱落。当牙槽骨吸收到
一定的程度后，牙齿会出现松动甚至
脱落。

3 从牙齿健康到牙齿掉光仅5步

3种不良生活方式
患癌风险大大增加

世卫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发布数据显示，世界上约 1/5的人会患
上某种癌症，约 1/9的男性和 1/12的女
性死于癌症。

生活方式不好，会增加患癌的可能
性，哪些因素更易诱发癌症？

日常生活方式与癌症的发生息息
相关，国际期刊《国际癌症杂志》近日刊
发研究显示，中国癌症负担持续上升，
预计 2012年—2035年间，可改变风险
因素导致的癌症死亡人数将继续上升。

其中，吸烟、缺乏运动和水果摄入
不足，将成为与癌症相关的前三大风险
因素，但坚持最佳生活方式可避免40%
的癌症死亡。

吸烟给癌细胞可乘之机 烟草燃烧
时会释放数千种化学物质，其中有 200
多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70多种是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
的致癌物。这些致癌物会导致机体细胞
的DNA突变，从而引起癌变，还会侵害
免疫系统，降低免疫力。

运动不足免疫低下 长期缺乏运
动，会导致新陈代谢缓慢，脂肪过多地
囤积于体内，导致肥胖，机体的各项功
能随之衰退，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功能
失调，增加癌症发生风险。

水果吃得少营养缺失 水果吃得太
少，可能导致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缺乏，
影响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进而增加罹
患癌症的风险。

——生命时报

冬天熬夜更伤身体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冬天熬夜带来
的损伤，比其他季节更大。

熬夜削弱御寒能力 按照我国传
统医学的理论，冬天人体的阳气原本就
弱，而深夜到凌晨这段时间又是一天中
阳气最弱、最寒冷的时段。

早睡应该是顺应季节变换的做法，
如果这个时候不睡觉，即使穿再多衣
服，人体都很难抵挡寒邪入侵。

冬季早睡晚起还能躲避深夜严寒，
防止寒气挫伤阳气，减少感冒。

熬夜损伤免疫力 “猫冬”这个词，
指的是“藏”好饮食起居。目的是藏精纳
气，保存体力，增强自身免疫力，这样才
能在春天万物复苏、各种病菌蠢蠢欲动
时，更好地抵御外邪侵袭。

中老年人最好晚上 9点左右入睡，
早晨太阳出来了再起床，这样做既能保
证充足睡眠，又有利于阳气潜藏、阴精
积蓄。

医生提醒：生活中要遵守生物钟规
律，合理安排作息，尤其是冬天晚上不
要熬夜，早睡早起，否则容易生病。

——生命时报

▲

都说牙周炎是个隐匿的“牙齿杀
手”，如果发现以下症状，建议及时就医
检查——

牙龈出血 在刷牙或咬硬物时出
现牙龈出血，但很多人会认为是上火，
选择任其发展。

牙龈红肿 牙龈颜色由粉红色变

为鲜红色或暗红色。
牙周脓肿 牙齿和牙龈之间形成

的牙周袋，以及溃疡、发炎等导致牙周
袋内产生脓性分泌物，牙周组织形成
脓肿。

口臭 牙齿和牙龈之间的牙周袋
还会滋生细菌，产生的代谢产物导致口

腔出现持续的异味。
牙齿松动 随着病情发展，可能出

现牙齿松动甚至脱落。
食物嵌塞 牙龈软组织的炎症会

导致萎缩，牙齿松动移位后牙缝变宽，
食物很容易卡在牙缝之间。

据健康时报

4 出现这6种表现，当心是牙周炎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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