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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常谈：刷牙和牙线的使用
永远都比医生的“治疗”管用！

为了预防牙周炎的发生，也为
了挽救松动的牙齿，最好的预防就
是做好平时的口腔卫生工作，其中
最重要的就只有两件事：刷牙和使
用牙线。

每天两次正确规范地刷牙（使
用巴氏刷牙法，每次至少刷 2 分钟
以上）、至少一次使用牙线清洁每一
个牙缝。看上去简简单单两个动
作，做起来其实很“费时”，所以真正
能够完美完成任务的却少之又少，
这也就是我们依然有着大量的牙周
炎病人的原因。

“牙周”，顾名思义就是牙齿周围
的意思。牙齿长在我们的上下颌的
牙槽骨中，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在
牙齿和骨头中间还有一层连接装置，
它就像一根根“缆绳”连接着牙齿和
骨头——我们称之为牙周膜，或者牙
周韧带。

在牙齿周围，牙龈、牙周膜、牙槽
骨和牙骨质，合称为牙周支持组织，
它们的健康存在，才让我们的牙齿牢
牢附着。

但这些牙槽骨、牙周膜、牙龈被
感染发生炎症的时候，就可能导致牙
周炎。

那么，牙周炎是怎么发生的呢？
跟蛀牙、牙髓炎这些病情发展会

很快导致牙齿疼痛的病不一样，更多
的时候，牙周炎发展开始的时候非常

缓慢，就像温水煮青蛙，没有特别明
显的急性症状，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在
疾病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在意的原
因。

一开始出现的症状大概率是：牙
龈有点发红、刷牙的时候有点出血，
或者啃一口苹果后发现留下了一圈
血印子。

刚开始，仅仅是出现牙龈红肿及
出血，并不一定导致疼痛，慢慢地，你
不在意，牙龈只是有点退缩，然后牙
齿缝慢慢显露出来，露出难看的“黑
三角”。

由于牙龈退缩，牙齿之间形成了
“黑三角”，此时要治疗和改善已经非
常困难，再后来（可能又过了好多年、
数十年），你可能突然会觉得有几个
牙齿有点松动、嚼东西已经没那么有

力了，时不时还有咸咸涩涩的脓液流
出来。

这时候，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疼
痛，但也有的不会。

大量牙结石，导致牙齿松动移
位，再后来，牙齿不仅仅松动了，它们
可能还开始移动位置了——牙齿和
牙齿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而之前
松动的牙齿开始摇摇晃晃，有的还会
出现牙齿的疼痛！

这时候再不看牙，光想着吃点药
止一下痛，其实已经无济于事了。牙
根开始暴露出来，牙齿的松动越来越
严重。

直到某一天，这个摇摇欲坠的牙
齿寿终正寝，正式离开口腔，光荣殉
职。

牙周炎的发展就像温水煮青蛙

牙周炎的治疗大致分以下5种：

⒈洗牙
洗牙是一种很通俗的说法，其中

最主要的步骤即所谓的“龈上洁治”。
现在普遍使用“超声波”洁治工具来清
洁牙齿周围的牙结石——这些牙结石
和它周围的牙菌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
是导致牙周炎的病因。

洗牙是牙周治疗最基础的操作，
此外，牙结石无时无刻不在形成，它是
人类无论使用什么清洁方法都无法阻
止的。但是好在牙结石的形成没有那
么快，也不会一形成就给我们造成不
可逆转的伤害，所以我们只要及时清
除越来越多的牙结石，就可以起到预
防牙周炎的作用。洗牙的频率要根据
牙结石的形成速度，通常一年左右洗
一次。

⒉刮治
牙周刮治，或者也称作龈下刮治、

根面平整，这项治疗主要针对的还是
牙结石。只不过这些牙结石存在的位
置比较隐蔽，它们大量聚集在牙龈深
处，仅仅通过前面所说的“洗牙”很难
彻底清洁。

⒊牙周手术
当局部刺激物处在更深处，单靠

洗牙、刮治等基础治疗都无法解决全
部问题，那我们还有办法，这就是手
术。

牙周手术有很多类型，包括切除、
重建、再生、成形及美学修复。

通俗点说，就是把覆盖在牙齿周
围的牙龈剥离下来，在直视下彻底清
除牙齿周围的牙结石，最后把牙龈缝
合回去。

⒋药物
其实药物治疗牙周炎并不是首

要的治疗方案，诸如甲硝唑、奥硝唑
一类的抗菌药物在急性期炎症的治
疗中起到辅助作用，但是仅仅只是对
抗缓解一下急性炎症。然而许多缺
乏口腔卫生知识的人，往往把吃药当
作首选项。

⒌调磨、固定和拔牙
牙周炎经常伴随着牙齿的松动、

移位，而移位的牙齿也会造成咬合关
系的紊乱，更容易加重牙周炎的症状。

因此，医生也会对于移位的牙齿
进行调磨，最后，对于那些因为牙周炎
而松动的牙齿，可以考虑牙周夹板进
行固定；但也有一些实在留不住的牙
齿（看上去一碰就掉的那种），就拔掉
吧——没错，拔牙也是一种“治疗”！

牙周炎该怎么治？拔牙也是一种“治疗”！

最重要的有两件事：
刷牙和使用牙线

关于牙齿
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

一个“8020”概念，指 80 岁的老年人至
少应该存留20颗健康可以使用的天然牙，这

样才能拥有牙齿本该有的咀嚼功能，而良好的咀
嚼又带来良好的营养吸收，让身体更健康。

然而很多年轻人，缺失的牙齿已经超过了 3 颗—4
颗，剩下的不少牙齿也摇摇欲坠。我们知道正常人总共28
颗—32颗牙齿，要是不算上智齿，满打满算28颗牙齿。可
预计的是，这样的口腔状况，如果再不好好保护，8020计划
将很难达成。

而牙周炎，正是让我们的牙齿容易脱落的罪魁祸首！
根据一项流行病学调查，35岁—44岁的成年人中，牙周
炎的发病超过三成，55岁—64岁的成年人中这个比例
接近八成！

这种病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重视，等到掉
牙了再开始重视，却为时已晚。今天，我

们来详细聊聊牙周炎。

一种会让牙齿掉光的病一种会让牙齿掉光的病，，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

你想到你想到8080岁岁
还有还有2020颗好牙么颗好牙么？？

综合科普中国、《武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