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服务 A07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编辑：闫鸿飞 校对：卢岩 美编：夏鹏

“‘牙刷+牙线’组合可清除 80%
的牙菌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口腔
科主治医师王秋月建议，老年人选用
软毛牙刷，每日早晚刷牙两次，每次
不少于3分钟。同时配合使用牙线或
牙缝刷，使用牙线时呈“C”形包绕牙
面上下刮擦；选择牙缝刷时需根据牙
缝宽度选取合适直径，避免强行插入
损伤牙龈。

义齿清洁同样不容忽视。冯驭
驰建议，种植牙和固定假牙可通过刷

牙、牙线、牙间隙刷等进行清洁；活动
义齿需在进食后摘下清洁，睡前也应
摘下浸泡在冷水中或用假牙清洁剂
浸泡。此外，老年人应每半年至一年
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和洗牙，以便及时
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老年人口
腔健康，将健康口腔纳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开出系列“关爱处
方”——

部分地区将洗牙、补牙纳入医

保，降低老年人就医负担；一些社区
开展老年人口腔健康讲座，普及巴氏
刷牙法、牙线使用等知识；多地乡镇
卫生院增设口腔科，让农村老年人就
近就医……

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守护
老年人口腔健康，既是医学课题，也
是民生工程。在政策、技术与观念的
协同推进下，期待更多老年人“一口
好牙度晚年”。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恒 年度“最小太阳”等
亮相7月“星空剧场”

新华社天津6月30日电（记者
周润健）7月“星空剧场”节目单新鲜
出炉：年度“最小太阳”、金星合天王
星、水星东大距、金星伴月、木星伴
月、冥王星冲日、火星伴月、流星雨等
一大波好剧等你来观赏。

年度“最小太阳”要登场了。7月
4 日 4 时地球过远日点，这是一年中
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刻，此时，太
阳视直径为全年最小。感兴趣的公
众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这轮“最
小太阳”进行观测。

7 月 4 日这天，太阳系中的行星
金星与天王星也会上演“星星相
吸”。“4日和5日凌晨，金星距离天王
星都不远，感兴趣的公众可以使用天
文望远镜观测。借助明亮的金星来
定位，会很容易找到天王星。”中国天
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宋
媛媛说。

巧合的是，7月4日这天，水星也
将迎来今年第二次东大距。今年水
星共有 3 次东大距，其中 3 月和 7 月
这两次的观测条件都不错。“届时如
果大气透明度足够好，感兴趣的公众
可以在日落后30分钟至50分钟时间
里，在西北方天空，用肉眼或借助望
远镜尝试找寻这颗距离太阳最近的
行星。”宋媛媛说。

7月22日和23日凌晨，明亮的金
星和木星将先后与一钩残月近距离
相伴，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这两幕
高颜值的“星月童话”。

7月25日，曾作为九大行星之一
的冥王星将迎来“冲日”表演。届时，
有经验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尝试借助
口径20厘米以上的天文望远镜观测
这颗平日难得一见的神秘星球。

7月28日，橙红色的火星将与一
弯蛾眉月上演“星月对话”。7月底月
亮来到火星身边，二者最近时发生在
29日凌晨，我国看不到，28日和29日
傍晚，可以看到火星和月亮相距不
远。28日傍晚更近，且月亮更细，视
觉效果更好。

7 月底的天宇还有浪漫的流星
雨。宝瓶座δ南流星雨、摩羯座α流
星雨、七月天龙座γ流星雨等在这段
时间比较活跃。“虽然这几场流星雨
的规模很小，但叠加在一起，会出现
比平日更多的流星，为夏夜增添一抹
亮色。”宋媛媛说。

□星空有约

口腔健康是衡量“银发一族”生
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按全口28颗牙
计算，我国 65 岁至 74 岁老年人平均
缺失5.5颗，全口无牙比例达4.5%，牙
列完整者不足20%。

怎样告别“老掉牙”？专家针对
一些认知误区，提出科学管理口腔健
康的建议。

“过去以为人老了掉牙是自然现
象，直到牙齿松动，吃东西疼，才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张大爷的情况并
非个例。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
医师释栋指出，许多老年人认为口腔
疾病都是“老来病”，实际上，老掉牙
是牙周病所致，牙周病可防可治，但
早期症状隐匿，易被忽视。

据介绍，牙龈出血、牙龈退缩等
都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刷牙或咬
硬物时出血，虽不痛不痒，却是牙齿
发出的求救信号。很多年轻人患上
牙周病，到老年才显现严重后果。

“我国老年人定期洗牙比例不足
10%，导致一些口腔疾病延误治疗，治

疗难度和成本大幅增加。”释栋说。
牙周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口腔细菌的作用尤为明显。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口腔
科主任李鸿波指出，细菌以牙菌斑形
式附着在牙齿表面，引发牙龈炎症。
若长期不清理，炎症会向深层蔓延，
破坏牙槽骨，导致牙齿失去支撑。

此外，口腔异常症状往往提示系

统性疾病。李鸿波强调，频繁牙龈出
血经洗牙仍无改善，可能提示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等；无明
显口腔病因的顽固性口臭需警惕胃肠
道疾病或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幽门
螺杆菌感染；长期不愈的口腔溃疡伴
溃疡面扩大、边缘隆起时需重视；短期
内多颗牙齿龋坏或慢性炎症急性发
作，可能反映机体免疫力低下。

老年人牙齿缺失后，常常选择
“将就”或“凑合”。李鸿波说，缺牙影
响咀嚼、发音、美观，余留的牙齿易发
生食物嵌塞、磨损加重、咬合创伤，长
期缺牙引发消化负担加重、颞下颌关
节疼痛等问题，还可能导致颌骨萎
缩、影响面部轮廓。

目前常见的牙齿修复方式包括
活动义齿、固定义齿和种植牙。种植
牙咀嚼功能接近天然牙，但是治疗周
期长，需手术植入。

“骨量不足者需先植骨，就像盖

楼前要打地基，这对高龄患者来说挑
战较大。”释栋说。

固定义齿俗称“固定桥”，需要通
过磨小缺牙两侧的健康牙来搭桥修
复。优点是外观自然、无需摘戴，但
对余留牙的数量和稳定性要求较
高。按专家的比方，“就像用两座桥
墩撑起整座桥，磨小的牙齿易龋坏，
一旦桥墩垮塌，前功尽弃”。

活动义齿，即传统可摘戴假牙，
价格亲民，对余留牙要求低，但舒适
度较差，存在异物感强、咀嚼效率低、

易脱落等问题。尤其是适应期可能
影响发音和进食。若选择活动义齿
修复，需定期调整以适应牙槽骨变
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口腔科主任
冯驭驰提示，老年人在选择修复方式
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并在专业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决策。比如对于
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症、糖尿病等全身
性疾病的老年人来说，种植牙可能存
在一定的风险；牙槽嵴低平患者可能
更适合活动义齿修复。

“老掉牙”是病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掉牙并非“老来病”

缺牙不补危害大

一口好牙度晚年

超薄植入物帮助脊髓损伤大鼠恢复运动功能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 李

雯）新西兰和瑞典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开发
出一种超薄植入物，可直接向大鼠受伤
的脊髓输送温和电流，刺激神经愈合，帮
助大鼠恢复运动功能，且未引起炎症或
其他损伤。

脊髓损伤会破坏大脑和身体之间的
神经信号传递，可能导致运动障碍、感觉
异常等，影响患者生活。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和瑞典查默斯理
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介绍，自然存在的电
场在早期神经系统发育中起着重要作
用，促进和引导神经组织沿脊髓生长。

他们在实验室中利用同样原理，开发出
一种超薄植入物，可直接置于脊髓上，该
设备能向受伤部位输送精心控制的电
流，促进损伤愈合。

动物实验中，这种植入式电子设备
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脊髓损伤大鼠恢复
运动功能。4周后，与没有接受电场治疗

的大鼠相比，每天接受电场治疗的大鼠
运动功能有所改善。12周后，接受电场
治疗的大鼠对温柔触摸的反应更快。

研究人员说，植入设备没有引起炎
症或其他损伤，既有效又安全。他们未
来将探索开发能用于人类患者的此类设
备，使脊髓损伤患者受益。

“老掉牙”是病

如何守护老年人牙健康？


